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7月 20日
2版 星期一 彤旭黄：辑编 闻新合综

街头
巷尾
身边

巍巍嵩箕山下，悠悠汝海岸边，有这样一

位中原名匠，她不仅是原产地汝瓷的领军人

物，担任汝州市陶瓷协会副会长；而且秉守

“百善孝为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恢复

断代 800年之久的汝瓷烧造技艺奠基人之一
的孟玉松大师为老师，师从婆母，在传承汝瓷

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在新时代不断创新设计

汝瓷新器型，致力于打造汝瓷文化名片，为我

市建设汝瓷文化名城、中原出彩作出了卓越

贡献。
7月 20日下午，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走进

玉松汝瓷公司，听她讲解泥与火撞击的艺术

魅力，触摸汝瓷曲折而璀璨的跳动脉搏，感悟

李晓涓独特的艺术人生。

“我是在 1994年的时候踏入这个家门，
作为国营厂的一员，在跟随婆婆不断学习、探

索汝瓷的同时，也看到了婆婆对于汝瓷的坚

守。而真正让我决心接起婆婆肩上汝瓷艺术

的重担，还得从 2006年初说起。”从与汝瓷结
缘到担起传承重任，李晓涓向记者娓娓道来。

如果说孟玉松对于汝瓷的追求可以用

历尽沧桑、艰苦奋斗来形容的话，那么受婆

婆关爱的李晓涓，可以说是吮吸着汝海甘

甜的乳汁，在丰厚的文化底蕴熏陶下，成长

起来的一位具有新的时代特质，融古典与

新潮于一体的唯美女性。尽管如此，少女时

代李晓涓还是经历了不少的坎坷，这也正

应了一位哲人的话：经历是人生最好的财

富。李晓涓招工到汝瓷厂之初，作为厂长的

父亲并不因为是自己的女儿就优待，而是

把她安排到比较艰苦的料器花车间工作。

对煤油灯燃烧的煤油味过敏，使得她的皮

肤常常出现红斑等症状，但她忍着痒痛默

默无闻地埋头工作，从未吱声。

1994年，李晓涓来到了一生矢志研制失
传汝窑的孟玉松身边，成为她的儿媳。在陪伴

婆婆研制汝瓷的岁月中，婆婆那种知识女性

的认真求索精神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深深

地感染了她，使得她也深深地爱上了汝瓷。

时光倥偬，十年弹指而过，就在玉松汝瓷

蒸蒸日上的关键节点，2006年正月初八，婆
婆突发脑出血躺在了病床之上，已深得婆婆

真传的李晓涓临危受命，全面开始主理玉松

汝瓷。

期间，由她独创的“中国青·玉涓”汝窑粉

青釉，申请了“玉涓汝瓷”商标。看着在艺术道

路上越走越稳健的儿媳，孟玉松会心地笑了。

她不断创新，用自己的审美研发玉松汝

瓷新产品，以适应人们不断提升的审美情趣。

用女人的细腻心捕捉生活，用大师的审

美观创作作品，用臻美的作品愉悦心灵，李晓

涓快乐地行走在自然王国与必然王国的花园

里，采撷到了一个个飘香

的果实。从 2011年申请
“玉涓汝瓷”商标到自己

的作品成为外交部馈赠

贵宾的国礼，她用了两年

半的时间。

多年初心不渝钟情

汝瓷，她的作品先后荣获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和世

界手工理事会颁发的第

十三、十四、十五届“百花

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

金奖，中国轻工联合会和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颁发

的第三、四届“大地奖”金奖，中国工艺美术协

会颁发的第四十九届“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

大奖赛金奖等国家级金奖 20余次。玉松汝瓷
第二代掌门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高级工艺美术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

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一个个桂冠花团锦

簇般辉映着她。当别人在惊叹她的华丽荣耀

的时候，又有谁知这美丽的蝶变背后那种寂

寞而坚忍的人生历练呢？
2017年 12月 27日，在纪念周总理指示

恢复历史名窑 60周年系列活动上，李晓涓激
动地说：“从传统技艺缺失，到几代汝瓷匠人

们历尽艰辛的不懈努力下，我们终于让汝窑

天青釉重见天日！”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把传承和弘扬汝瓷

文化作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确定了“汝瓷

文化名城”的城市发展定位，高标准制定汝瓷

文化发展规划，启动实施了张公巷汝窑发掘

保护，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汝瓷产业发展的扶

持政策，以高起点、规模化、可持续为原则，规

划建设中国汝瓷文化小镇，打造成集汝瓷生

产、销售、科研、培训、展览、旅游功能于一体

的国际性汝瓷文化圣地。以孟玉松和李晓涓

为代表的汝瓷匠人们通过对汝瓷技艺的不懈

追求和不断完善，为汝瓷文化的传承和推广

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疫情防控期间，传统手工业受到了很

大的冲击，但对我们来说，这同样也是一种

‘机遇’，上半年，我们大练基本功，在技艺

水平上更加专业化、精细化。”谈起 2020
年，李晓涓在不断砥砺前行下，始终挂念着

中国汝瓷小镇的建设。“我们在汝瓷小镇建

设的占地 36亩的企业新址也将在下半年
基建、装修完毕，争取今年能够进驻车间。”

面对着即将落地的花园工厂和研习基地，

李晓涓踌躇满志。“在传承和发展汝瓷文化

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发声，加强对汝瓷原

产地保护的宣传，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

大家了解和热爱我们的汝瓷文化、中国文

化。”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海娟
出彩

我市行业扶贫系列报道之市科技局篇

发挥科技优势 助力精准扶贫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俊鸽

通讯员 李瑞林）“像这样粗壮的枝条应该

把它剪掉，不要舍不得，虽然它长得好，可是

等到来年你会发现这样的枝条根本不会结花

椒，它的生长不仅多余还给其它枝条抢养

分。”7月 6日，我市农业专家申海瑞、王文星
和史万民一行三人到米庙枣树庙村，就花椒

种植与后期管护以及农作物品种的选择与当

地贫困群众进行深入交流。

为了充分发挥科技人才在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中的重要作用，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撑，我

市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行

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施意见》要求，成立了由

市委组织部牵头，市科技局负责，财政、人社、

扶贫、农业、林业、畜牧等参与的汝州市科技特

派员行动计划工作小组，并根据我市扶贫产业

实际、扶贫对象需求和专家意愿，从我市科技

人才、乡土人才、致富能手、农村经纪人、退休

科技人员中择优选派 20名科技特派员，组建
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和科技特派员服务队，全面

覆盖脱贫任务重的 9个涉贫乡镇，63个贫困
村，从种植、林业、畜牧等方面为我市全面脱贫

提供有力的科技人才支持和智力服务。

推行科技特派员深入各个乡镇送知识、

送技术只是我市科技局“科技助力精准扶贫”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为做好这项工作，市科

技局制定了汝州市科技扶贫特派员工作考核

和奖励办法，签订科技特派员服务协议书从

服务内容、服务形式等方面规范科技特派员

服务。科技特派员根据乡镇产业扶贫需求，与

乡镇主管科技副镇长做好科技扶贫沟通，每

人每月下乡次数不低于 5次，深入调研、摸清
情况，找准问题、对症下药，构建零距离、零门

槛、零费用、零时差为主要特征的“四零”技术

服务和培训新模式，解决好小农户技术推广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自 2018年至今，我市共
发布科技产业扶贫政策 21条，收到实用技术
询问和技术需求 257条，解决技术难题 78
项。

同时，为更好发挥科技特派员在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市科技局还

组织科技扶贫特派员围绕贫困村在农业生产

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需求开展实用技术培训、

现场技术指导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成果转

移转化等。按照创业方向分专业有针对性地

设置培训内容，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相

结合，基地和导师相结合，以集中授课、专题

辅导、观摩交流、跟踪服务等形式开展培训工

作，近年来共培训创业致富带头人 102人。采
取实地观摩学习、举办培训班、专家现场指

导、发放技术资料等形式，帮助群众解决养

殖、种植等方面的技术难题，目前，共举办培

训 266场，培训贫困群众 9600余人次，农村
技术能手 450人，330名贫困群众依靠掌握
的技术实现了脱贫致富。开展科普宣传活动，

先后发放科普宣传材料 12000余份，接受咨
询 2000多人次，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科技观念
和依靠科技致富的能力。

在具体的扶贫工作中，我市科技干部在走

访中发现，全市部分扶贫产业存在着规模小，科

技支撑不足，产品能耗高，市场竞争力弱的现

状。为了加快这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扶贫产业

的技术含量和产业升级，市科技局认真筛选扶

贫产业，积极争取国家、省科技扶贫项目，近三

年共争取上级科技扶贫项目 5项，支持资金
370万元。同时，还根据省科技扶贫相关政策，并
结合我市涉贫乡镇产业发

展需要，通过前期摸底、广

泛动员、组织申报、初步审

查、专家评审等环节，面向我市乡镇街道组织实

施一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科技扶贫项目，目

前经政府研究决定确定 14个科技扶贫项目，扶
持资金 570万元，这些项目的实施可带动我市
贫困群众 255人就地就业，预计增收 584725.5
元，人均收益 2293.04元。
“比如‘焦村镇万亩蚕桑产业扶贫基地’

项目，它以乡镇党委为主体，依托河南蓝港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采取‘党支部 + 合作社（公
司）+ 基地 + 专业户 + 贫困户务工’的运作
模式，与河南农大、省农业厅经作站、省蚕业

协会、省丝绸协会签订了长期的技术合作协

议，目前已经带动焦村镇发展种桑养蚕户 97
户，建设标准化桑园 3500亩，建成标准化养
蚕大棚 136座。”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在谈及
科技扶贫带来的好处时说，科技扶贫的主要

目的就是以产业发展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精

准脱贫，不仅推动了我市科技扶贫由“输血

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还实现了产业

增收、农户致富。

俗话说“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现在已经进入一年中

最炎热的季节。在这酷暑难耐的三伏天，我们城市的大街

小巷每天还活跃着一群身着黄衣、头戴黄帽的骑手，他们

早出晚归，把精美可口的饭菜送到市民手中，用自己标准

化的服务为市民带来丝丝惬意。他们就是美团外卖的骑

手，成为这个酷暑里一道道流动的风景。

7月 16日上午 11时 20分，正值中午送餐的高峰时
期，在市区的树荫下、名小吃店外，三三两两的骑手一边

交谈，一边翻看着手机上的配送信息。在风穴路与康盈街

交叉口的树荫下，白天组的外卖骑手陈净从手机上看到

派发的一个配送任务，她放好手机，戴上带有“美团外卖”

标识的头盔，骑着电动车熟练穿过风穴路，来到路西的和

记烩面，向老板出示外卖配送任务后，到后面厨房外边等

待配送。

趁着等待的间隙，看起来文文弱弱的陈净告诉记者，

她已经送外卖 3年了，一直在白天组，从上午 9：30一直
要到晚上 9:30才能下班，下午 1:30到 3:30是休息时间，
平均每天配送 40单左右。正说着话，客户预定的烩面做
好了，陈净带着打包好的烩面急匆匆走出饭店，骑上电动

车向客户所在的广成社区走去。刚刚从凉爽的饭店走出

来，室外更显得骄阳似火，但这似乎并未引起陈净的过多

在意。“我们都有送餐时间规定的，再说，像这烩面送得慢

了，面条就粘在一块了，吃起来就味道不好了，客户容易投诉。”

三分钟后，陈净骑着电动车已到达客户所在的小区。虽然疫情防控

已出现向好转机，但全国的疫情并未完全解除，所以进入小区内的楼栋

前，依然有人值班。陈净通过体温测量和登记后，迅速来到客户所在的

一楼门前，一边敲门一边用普通话向客户打招呼。

客户很快打开门，简单的交接，“祝您生活愉快！”陈净很快骑上电

动车，开始了下一单的配送……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市领导调研无主小区结对共建工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为扎实推进小区

综合整治全面提升，助推全市创文工作，7月 17日，市政协主席
陈国重到政协机关分包的无主小区兴发小区，实地调研文明单

位与无主小区结对帮扶工作开展情况。

市工商联第六届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俊鸽） 7月 17日，市工商

联第六届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彰疫情防控期间

爱心捐助企业，并审议通过相关人事任免。市领导范响立、韩自

敬出席会议。

市国家园林城市复检工作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俊鸽） 7月 17日，市国家

园林城市复检工作推进会召开，总结我市国家园林城市前阶段

复检工作，并就下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范响立出席会议。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

员 沈亚茹 姚旭伟） 生活中的正能量无处不

在，有些事情虽然很小，但足以温暖人心。7月 16
日 10:30，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纸坊站
一中队在开展日常路域环境监督检查工作期间，

当监督检查至 X001靳庙线梁窑村路段时，发现
一辆白色小轿车与摩托车相撞，小轿车横在路中

间，摩托车倒在轿车上，一男一女躺在路中央。

执法人员郭向辉、苏志鹏、史腾飞、路豪急忙

上前，查看受伤人员情况，并拨打报警电话和

120 急救电话，在得知伤势无大碍后，大家才稍
微松了一口气。在等待救护车和警车过程中，交

通执法人员一边保护现场，安慰受伤人员，一边

疏导过往车辆，维护周边交通秩序，避免二次事

故的发生。

随后，救护车赶到现场，四名执法队员帮忙

施救受伤人员并将其搀扶上救护车后，方才继续

开展路域环境监督检查工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通讯员

张银锋） 7月 17日，由市残联主办，市飞达职业培
训学校承办的 2020年残疾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
在蟒川镇开班。该镇 100余名有劳动能力和培训需
求的贫困残疾人参加了集中培训。

在培训现场，市飞达职业培训学校的杨占州老

师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了精彩授课，

并对学员在从事生产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和疑问

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学员们认真聆听和记录讲解的

内容, 并就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与老师进行了互动交
流，培训现场学习氛围浓厚。

据工作人员介绍，本次培训根据产业发展和扶贫

开发的需要，主要以讲解农作物栽培技术、菌类种植技

术和农药的施用、分类、用量及安全施用方法，采取集

中授课、现场示范和实地观摩的方式进行。通过培训，

使参训残疾人开阔了视野，更新了观念，对当前农作物

栽培技术、菌类种植技术有了更深层的了解。

“今后,市残联将逐年加大培训力度，让未就业
的困难残疾人学有一技之长，使其掌握一项致富能

力，增加收入，提高贫困残疾人就业、创业的能力，

确保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不掉一户、不少一人。”市残

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郭保华说。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

员 赵延峰） 记者日前从市物价办获悉，据该办

价格监测人员 7月 11日－7月 17日对我市市场
粮油副食品价格监测情况显示，近期我市粮油副

食品价格平稳运行，除蔬菜价格略有上涨外，其它

无较大波动。

成品粮价格基本平稳。东北大米平均价格为

2.50元（500克，下同），与上周基本持平，与上月
基本持平；面粉（标准粉），超市面粉价格为 2.20
元，与上周基本持平，与上月同期基本持平；小麦

平均价格 1.17元，与上周基本持平，与上月同期
基本持平；玉米平均价格 1.10元，与上周基本持
平，与上月同期基本持平。

食用油价格平稳运行。金龙鱼一级 5升桶装
花生油平均价格为 148.00元 / 桶，与上周和上月
同期基本持平；金龙鱼一级 5升桶装菜籽油平均
价格为 73.20元 / 桶，与上周和上月同期基本持
平；金龙鱼一级 5升桶装大豆油平均价格为 44.90
元 / 桶，与上周和上月同期基本持平；金龙鱼一级
5升桶装食用调和油平均价格为 57.65元 / 桶，与
上周和上月同期基本持平。

鸡蛋价格基本持平。钟楼农贸市场鸡蛋平

均价格为 3.00元，与上周基本持平，较上月上涨
11.11%；从所监测超市情况看，本周鸡蛋最高价
为 3.09元，最低价格为 2.69元。

蔬菜价格略有上涨。从钟楼农贸市场情况来

看，监测 26个蔬菜品种平均零售价格 2.04元，较
上周上涨 10.86%，较上月同期上涨 3.55%。从具体
情况看，26个蔬菜品种价格为 12涨 9平 5降，土
豆、长豆角、黄瓜、西红柿、大葱、白萝卜、胡萝卜、

冬瓜、香菇、大蒜、蒜苔、生姜价格上涨，青椒、芹菜、韭菜、绿豆

芽、黄豆芽、包菜、洋葱、豆腐、菠菜价格持平，茄子、大白菜、上

海青、生菜、平菇价格下降。

从所监测超市情况来看，监测 26个蔬菜品种平均零售价
格为 2.32元，较上周上涨 4.50%，较上月同期上涨 4.50%。

从具体情况看，26个蔬菜品种价格为 13涨 7平 6降，青
椒、菠菜、土豆、长豆角、包菜、黄瓜、胡萝卜、生菜、香菇、蒜苔、

洋葱、大葱、生姜价格上涨，韭菜、绿豆芽、茄子、西红柿、大白

菜、平菇、豆腐价格持平，芹菜、黄豆芽、白萝卜、冬瓜、上海青、

大蒜价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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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涓：用初心钟情汝瓷 以创新雕琢名片

近日，市住建局施工人员对结对帮扶小区帝景苑新区

的外墙改造粉刷、规整弱电。目前已全部完工，小区面貌焕然一

新。 梁杨子 摄

7月 15日，在绿洲广场的一角有几个饮用完的饮料瓶

散落一地，与周围干净的环境格格不入。 张亚萍 摄

李晓涓讲解瓷器上存在的瑕疵

李晓涓在精修从模具中取出的泥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