
4 月 13 日，以“新时代的中国：

与世界携手 让河南出彩”为主题的

外交部河南全球推介活动在北京外

交部大楼隆重举行，国务委员兼外交

部部长王毅出席并发表讲话，河南省

委书记王国生致辞，省长陈润儿进行

推介。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河南省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素萍，省委常

委、省委秘书长穆为民，副省长何金

平及 15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国际

组织驻华代表、世界 500强工商界代

表、中外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等 500

余人出席推介活动。

河南弘宝汝瓷坊有限公司专为

此次活动定制的餐具、茶具、花插、艺

术摆件等汝瓷精品惊艳亮相推介活动

晚餐会。小和尚造型的举菜牌，嵩山图

案的收纳盒，牡丹花样的纸巾托……

各式各样的汝瓷作品引得外宾啧啧称

奇。这一刻，汝瓷再次惊艳了世界。

2017年 1月 10日，弘宝汝瓷接

到推介活动专用餐具招标邀请函后，

公司负责人立即召集相关人员研究

设计方案，要求站在大局的高度，把

此次活动作为公司服务全省政治、经

济工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经过多

次讨论、修改，最终设计方案在众多

投标单位中脱颖而出，一举中标。

2018年 1月 25日，公司正式与

晚餐会承办单位河南省黄河迎宾馆签

订产品定制协议，到 3月 13日完成制

作交付验收，在短短的 45天时间内，

王振芳、范随州两位大师亲自组织专

门的研发团队，共设计原创造型 20

种，集中体现了洛阳牡丹、少林武术、

嵩山等河南元素，并运用传统汝瓷烧

制技艺，制作、生产各种型号餐盘、餐

盒、餐勺、牡丹台卡、少林小子举菜盘

等作品 3168件。提供“汝窑洗”“莲花

碗”“玉壶春”“东方韵”等传统造型展

示作品 19个品种 100余件套。

小瓷器背后的大科技不容小觑。

此次产品订制，实际上是一次高难度

的创作，是对汝瓷行业创新能力、生

产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弘宝汝瓷院

士工作站进站专家全部加入研发团

队，用最新的工艺技术，成功攻克大

器型平面造型及异形造型 10余项技

术难题，用传统汝窑烧制技艺实现了

汝瓷“似玉非玉胜似玉”的天生丽质，

玉石天成，达到了完美的艺术效果。

院士工作站团队的研发成果真正使

汝瓷插上了科技翅膀，让传统汝瓷焕

发新生。

创新也体现在产品的造型上，一

件件新意十足的汝瓷让人爱不释手：

具有河南地域特色的牡丹、嵩山、武

术以及中国传统的乾坤、八卦等文化

元素，被巧妙地融入其中，传递着传

统文化的魅力。

此次全球推介活动除专用餐具

外，摆件、花插等艺术品全部由弘宝

汝瓷专供，再次体现了弘宝汝瓷“让

艺术品生活化，让日用品艺术化”的

创作理念。汝瓷继过去皇宫用瓷之

后，又一次登上大雅之堂，让世界聚

焦，誉满天下。 卫红霞

汝瓷为河南代言，这一刻，惊艳了世界

纪登奎在毛泽东那里，仅用了半个小时，就解决了问

题。纪登奎离开后，毛泽东的秘书连夜通知安徽省委：毛泽

东明天要在郑州召见李葆华。

10月 12日，李葆华坐着毛泽东派去的飞机，从安徽来

到了郑州。

李葆华不知毛泽东何故突然在郑州召见他，心中没底，因

而他没有直接去见毛泽东，而是先到河南省委，与刘建勋见面。

李葆华问刘建勋：“主席突然找我来有什么事？”

刘建勋说：“可能为两省边界的水利纠纷问题。”

李葆华说：“这件事情，咱们商量解决算了，何必惊动主

席他老人家？”

刘建勋把纪登奎找来，与李葆华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安

徽同意河南的要求，拆除边界阻水工程。

下午三人一同去见毛泽东。李葆华与毛泽东关系非同

一般。李葆华的父亲是李大钊，毛泽东对他另眼相看，在安

徽省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派他出任安徽省第一书记。

毛泽东在会客室里接见了他们，一见面就问：“你们还

打仗吗？”

李葆华回答：“不打啦。听登奎同志说，主席叫我来，是

为了两省边界水利问题。请主席放心，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按河南提的要求办，我回去找有关地县开个会，解决问题。

不堵水了。”

刘建勋表扬说：“葆华同志可顾全大局啦，让安徽人民

作出了牺牲。”

毛泽东说：“问题解决了，这好嘛。”

接着，毛泽东给他们讲了齐桓公葵丘会盟的故事。毛泽东

说，葵丘就在现在兰考县，春秋时候兰考是宋国的国土。宋国

的首都就是现在的商丘。这商丘原是商朝的国都，后来盘庚迁

殷，国都迁到安阳去了。公元前 651年，就是周襄公姬郑元年，

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为盟主，并缔结了盟约。这个盟约中就

有一条：各国不能在边界筑堤阻水，要疏通河流，联合治水。毛

泽东是要借这个故事晓谕各地党政首脑人物：几千年前的诸

侯们尚且知道顺河流之走势疏导之，联合治水，不筑坝堵水，

难道我们现在有的领导干部还不如诸侯的眼光？

安徽河南两省领导都向毛泽东表示，请主席放心，一定

顾全大局，团结治水。几天后，陶铸、钱正英、李葆华、刘建

勋、纪登奎等人到永城等县实地察看，研究拆堤方案，圆满

解决了几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1964年春，毛泽东

见到李葆华，还表扬李葆华，要他到北京介绍团结治水的经

验，为其他省解决边界水利纠纷问题提供榜样。

13日 12时，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第二书记

何伟和正在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八个地委第一书记上车向

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向他们征求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及“后十条”的修改意见。

13时 30分汇报结束后，专列向南开去。

10月 14日，毛泽东到武汉。

15日，报纸刊登了毛泽东祝贺恩维尔·霍查 55岁生日

的电报。

16日，毛泽东对《关于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指示》作批

示：“全国学习解放军”。

18日，毛泽东接见古巴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领导人。

毛泽东在湖北期间还向湖北省委征求对农村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及“后十条”的意见。

20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到了长沙。

在长沙，毛泽东听取了华国锋、李瑞山的工作汇报并向

他们征求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后十条”的意见。

当时岳阳县毛田区是湖南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4月 2

日华国锋发表《贵在鼓劲》的文章，介绍岳阳县毛田区的先进

经验和革命精神，强调“把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鼓

干劲，必须是鼓实劲，而不是鼓虚劲，鼓蛮劲”。毛泽东听了省

委的汇报后，对此作了充分肯定，称赞岳阳搞得不错。

22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发表。

经过一路的调查研究，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

《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

的通知》。

26日，毛泽东将修改过的“后十条”和《关于印发和宣传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批给刘少

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同志。

刘、周、朱、邓、彭、瑞卿、伯达、富治、尚昆、家英同志阅，并

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六日

当天，毛泽东会见了湖南省级干部会和湖南省委二届

七次全会的代表并合影留念。毛泽东听取了两会主要内容

的汇报，肯定了生产救灾的主题。在接见时中南局书记陶

铸、王任重在座，毛泽东还找岳阳地委书记、零陵地委书记

分别谈话，询问地区工作情况并向他们征求对农村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及“后十条”的意见。

当天，毛泽东离开长沙去杭州。

当天，专列途经江西。

27日，毛泽东听取了江西省委的汇报并向他们征求对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后十条”的意见。

10月 28日，专列离开江西。

29日，专列途经杭州。

当天，专列抵达上海。

30日，毛泽东收到康生、乔冠华为送审人民日报编辑部

文章《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的报告。

31日，毛泽东对《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一文作了

批示：

写得很好，完全同意。

毛泽东

十月卅一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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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禾院让传统文化流行起来
“嚓嚓嚓……”数百台机器飞速地运作

着，布面上逐渐呈现出整齐的花色图案，走

进车间，映入眼帘的两条生产线上工人们熟

练有序地操作着。这就是秀禾的待嫁屋。“每

天从这里走出去的漂亮‘新娘子’成百上千

个，个个都是顶呱呱！”汝州市益永泰绣花有

限公司总经理闫丽娟笑着说道。

秀禾服还有一种称呼叫龙凤褂，是中式

新娘礼服的一种，源自满洲人的服饰。早期秀

禾服的刺绣工艺以东三省最地道出色，但由

于广东人多穿褂裙出嫁，视之为体面，所以这

种手艺亦南传，至今以潮汕手工最著名。秀禾

服的“褂”是指上身的对襟衣，“裙”则是下身

长裙。随着时代改变，裙褂的款式也有不少变

化。现在在市面上我们可以见到两种褂型：直

衣摆与水波脚衣摆。直衣摆是一直以来最传

统的款式。水波脚衣摆，顾名思义，衣摆会像

波浪一样的形状，款式比较特别，刺绣做工也

会相对比较复杂，价钱也比直衣摆的贵。通常

定做秀禾服的店铺也有租赁裙褂的业务，由

于秀禾服不能如一般衣物清洗，租赁时最多

只能更换领口、袖口等贴身部位的活动布条。

结婚凡事讲求“好意头”，对经济上有条件的

人，裙褂行家还是建议大家买“头褂”—————

度身定做的全新裙褂，裙褂的价格，就是根据

手工多少、精细度而定的。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正

在一点点被“湮没”。就连最具中国风的结婚

礼服也被西方的西服婚纱取代。然而，具有

中国风的龙凤褂袍反被西方人青睐，穿出了

另一番感觉。近年来，随着明星婚礼效应的

影响，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结婚礼服又回

到了大众的视野。

闫丽娟说，自从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十

九大报告后，感触很深，虽然自己只是一个

普通人，但传承文化，人人有责。闫丽娟认

为，想要对民族自身的文化有更准确的理

解、更高度的认同，应该让中国优秀的传统

文化鲜活起来，融入人民大众真正的日常生

活。所以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让秀禾文化在北

方扎根，公司花重金请设计师研究设计，与

时俱进，改进出当代流行的秀禾服。

“这件衣服好看！”“这件也好看。”“这件

衣服手感真好，而且价位还这么便宜！”在机

绣产业园的展厅里挤满了前来试衣的人。

“大美秀禾主要是为了打造真正属于国

人的高品质中式嫁衣，做国人消费得起、母

亲能够为女儿置办得起的良心品牌，所以力

求在价位和高品质之中寻求平衡，目前零售

价位从 100元到 3000元不等。”闫丽娟说

道。 牛莉萍

工人正在制作秀禾服。

模特展示秀禾服。

弘宝汝瓷餐具

1.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
也。 ———《论语》

【释义】遇到贤德之人当思与之

齐等，遇到不贤之人，当自己反省（不

要和他一样）。

【感悟】这句话揭示出了君子的
朋友相处之道，与人相处，无论其人

贤与不贤，与己皆有益处。若见贤德

之人而妄自菲薄，见不贤之人而讥笑

轻视，则徒然伤害自己的德行。用这

句话来指导我们的日常交友与学习，

不仅对于今天的人要如此，读书见古

时贤德之人，亦应求与其等；见不贤

者，亦应自省。触类旁通，则为德日

进。

2.人必其自爱也，然后人爱诸；

人必其自敬也，然后人敬诸。

———扬雄《法言》

【释义】人一定要先自爱，然后别

人才会爱他，要先自敬，然后别人才

会尊敬他。

3.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

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

【释义】（乾卦显示出）天道刚健有

力，那么君子就应该顺势而积极有为；

（坤卦显示出）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

君子应该顺势而增厚美德，容载万物。

【感悟】这两句一般认为是孔子
为《周易》的《乾卦》和《坤卦》写的《象

传》。象传分为大象、小象。大象是对

卦象的整体立意进行解释，小象是对

六爻辞的立意进行解释。这两句分别

对乾坤两卦的整体立意进行解释。

《易》揭示天下大道，君子当根据《易》

每一卦所蕴含的道理顺势而为。因为

《乾卦》显示出了刚健有为的特征，那

么，君子就应该积极行动，不能畏葸

不前，否则，就是“逆天道”。同样，《坤

卦》的卦德表现的是大地的品质，地

的特征是：位卑下而承载万物，地厚

重而包容一切，孕育万物而不自夸。

所以，君子就应该展现大地的品行，

不必过于积极作为，而是静养以增其

美德。

来源：厚德汝州微信公众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语句解读（一）

从前的人，谁都想找片好茔地。神也不例外，他们也都巴着

找个好地场儿，好承受人间烟火。

这一天，祖师爷架着祥云，来到汝州地界飘过汝河南，一来

二去，看中了一片宝地。立到云头上往下看，东、西、北三边儿三

座山，像太师椅子圈跟靠背，坐北朝南，对面是一条东西向的长

坡，就像公堂上摆的公案。祖师爷按落云头，抽出随身佩带的一

把宝剑，手一抬，“唰”一剑插在“椅座”上，做个定物。谁要再到

这儿，看见地上插的青锋宝剑，怕他们再不会争占这块儿“宝

地”了，祖师爷想罢，只顾腾云驾雾搬家去了。

先不说祖师爷搬家，只说有一方神灵———陈州奶奶，也为

找一块好茔地，转来转去也转到了汝州地界。世上巧事多，神灵

也有好些奇迹。陈州奶奶搭着眼罩子一瞅，看见汝河南岸儿塔

山圆圈儿雾霭霭的，祥光四射，又惊又喜，说：“真是一块宝地

呀！”

陈州奶奶落下云头，这儿瞅瞅，那儿看看，一瞅一看，吓了

一跳！谁的宝剑插到这“椅座儿”上，坏了！八成儿是有人占下

了！陈州奶奶长出一口气，后悔自己来晚了一步，走吧，舍不得

这块地场儿；不走吧，已有人占下了。想来想去，法儿就生出来

了。她顺手脱下一只绣鞋，又拔出地上的宝剑，绣鞋往地上一

扔，“哧溜”一剑扎下去，扎透了绣鞋底子，使劲儿往下按，宝剑

又往地下进去了多深。陈州奶奶知道不敢耽搁，慌里慌张架着

云头搬家去了。

一块儿“宝地”，俩神都想要，哪有不吵的！等陈州奶奶收拾

停当来到塔山下，祖师爷刚刚比她早来一步。两位神仙都要占这

块“宝地”，都说是自己早就占住的，吵得跟分家一样。俩神仙正

吵得难解难分，只听见空中有人搭腔：“咋着哩？吵得真热闹！”

祖师爷跟陈州奶奶抬头一瞅，是太白金星，俩人赶紧跪下

磕头。太白金星笑笑，说：“请起。我有事儿打这儿路过，您俩是

因为啥吵成这！”

祖师爷又施一礼，说：“小神打得道以来没正经安身之处，

碰见这儿一片地场儿不赖，作为安身之地，谁知陈州奶奶无理

取闹，要和小神争占，说这儿是她老早占住的！”

陈州奶奶一听，也赶紧施礼，没理强占三分，说：“先生不要

听他那瞎话，先来后到，总得有个凭证吧！”

太白金星捋捋胡子，点点头，说：“也是，恁俩各有啥东西为

凭？”

祖师爷觉摸理足，指着插到地上的宝剑，说：“这把宝剑是

我的随身之物。我找到这块儿宝地时，就插下这把剑当作定物，

咋说这地场儿是她先占下哩！”

陈州奶奶有她的说词，冷笑一声，说：“噫！我当初离这儿

时，曾脱下一只绣鞋，你的剑扎着我的绣鞋，到底谁先谁后！请

叫太白先生说了。”祖师爷一听，这才往地下细看，宝剑还真扎

着一只绣鞋。把祖师爷气得吹胡子瞪眼，话也说不出来。

太白金星神通广大，这么点儿小事儿会能难住他！近处远

处看看，拿龙头拐往地下轻轻儿敲了两下儿，哈哈一笑，说：“我

知道了。我有个两全其美之计，您俩好好想想，看中不中，这块

地归陈州奶奶。”太白金星挡住要说话儿的祖师爷，“你先不要

慌，你看，这椅座前长案两边儿两座山，西边那座低，东边这座

高，左高右低，就像左旗右鼓。像旗的这座山也是难得的一块儿

好地，你可搬上去住，您俩以后成了邻居，不要再有争执。”说

完，驾云走了。

祖师爷有理弄个没理，一肚子怨气，可又不敢不听太白金

星的批摆。临上东南高山走时，使劲往地下跺了一脚，把圈椅左

边跺了一道沟。直到现在，那道深沟还在。

陈州奶奶在塔下安了家，常常显灵给人消除灾难，人们在

洼地上给她修了庙，叫那

洼地为“奶奶庙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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