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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汝瓷，需融入科技文化、哲学元素，还要植入新的文

化内涵，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汝瓷有机结合、有效统一，使之成

为中华文化传承有序的有机载体。”这些感悟，来自弘宝汝瓷

创始人、汝瓷大师王振芳。

王振芳自高中毕业，就带着汝瓷梦进入工厂，与水、与泥、

与火打交道。1996年，她与同样痴迷汝瓷烧制技艺的丈夫范随
州创立了弘宝汝瓷工作室。2003年，河南弘宝汝瓷坊有限公司
正式成立，王振芳亲任技术厂长和艺术总监，从租用几间民房

开始打拼，从产品的设计、生产到市场营销，都亲力亲为。20余
年，为了实现传承弘扬汝瓷文化的梦想，她历经无数坎坷与艰

辛。凭着坚韧与执着，凭着激情与信念，她带领弘宝汝瓷，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一步一步，逐步成长为集汝瓷烧制技艺传承、

科学研究、产品研发、生产加工、展示交流、研学实践教育于一

体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科技型企业，拥有三个生产

基地，两个研究所，一个古陶瓷标本博物馆，一个陶瓷科技馆，

一个汝瓷文化传承基地（弘宝汝瓷文化园），一个院士工作站，

一个河南省汝瓷关键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每每谈到传承弘扬汝瓷文化，王振芳都情不自禁地提到

自己的两位师傅。一位是新中国第一代恢复汝瓷研制工艺美

术师马永杰，1996年 6月开始，王振芳拜师学习造型设计、制釉、捏塑、贴塑、雕
刻、烧成技艺。另一位是新中国第一代恢复汝瓷研制工艺美术师杨桂荣，2006年
6月开始，王振芳又拜师学习造型设计、雕刻技艺。两位老师都给王振芳的汝瓷
传承带来了巨大帮助，产生极大影响。

但王振芳没有止步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她觉得，传统工艺，尤其是陶瓷类，

包含了艺术、科技、工艺美术多个类别，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仅仅靠口传心

授是不能够很好地传承。她要突破人们固有的观念，在聆听师傅教诲的基础上，

深入钻研，博采众长，通过多种手段去传承，去达到一种更好的效果。

这些年来，在恢复汝瓷烧制技艺过程中，王振芳不断探索，力图将当代科技

运用到传统文化的振兴之中。她成立了汝瓷行业首家院士工作站，成立了首家

汝瓷关键科技研究中心，通过与高级专家的合作及新科研成果、专利技术的转

化应用，极大地推进了汝瓷复仿研究进程，提高了汝瓷产品质量，丰富了产品类

型，满足了社会对高端汝瓷的需求，她设计创作的汝瓷餐具、茶具和艺术品摆件

被选为外交部（河南）全球推介活动国宴用瓷，让汝瓷成功地走上国宴。王振芳

的作品《三足洗》入选全日制中学美术教科书，使汝瓷文化通过课堂走进上亿学

生的记忆。

带徒授艺是一种传承模式，王振芳先后收徒 15人。在她的悉心指导下，这
些徒弟大部分已经独立开展工作，在汝瓷烧制中独当一面。但对于王振芳来说，

传承不只是带徒弟，她要做的是广泛意义上的传承，是让更多人了解汝瓷文化，

让更多人喜爱汝瓷文化，让更多人成为汝瓷烧制能手。于是，她的眼光跳出了传

徒授艺的圈子，除了给 15位徒弟传授技艺，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小学、中学乃
至大学课堂。她成立了河南省汝瓷界首家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基地、全国科普

教育基地，先后为 300余批 3万余人次中小学生进行了汝瓷非遗技艺科普教
育，新东方、北京市红英小学、郑州花季雨季等学校、培训机构和汝州及周边地

市中小学校慕名组织师生多次到弘宝汝瓷开展非遗研学科普教育活动。王振芳

受聘担任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平顶山学院客座教授和河南科技学院艺术专业硕

士研究生指导老师，还与我市当地中小学共建科普教育实践基地，定期开展汝

瓷文化进校园活动。

王振芳认为，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有所担当，因此，她始终把培养良好的

品德作为带徒传艺的首要任务，在收徒的时候总是强调“做事先做人”。日常生

活中也十分注重自身品德修养，用高尚的人格塑造良好的自身形象，培养内在

的人格魅力，以人格魅力影响徒弟。她帮助失去双亲的贫困学生成为汝瓷刻花

能手；她做慈善先后捐款 23.9万元；在河南“7·20特大洪涝灾害”发生后，她不
顾自己企业面临的困境，毅然支持徒弟杨顺杰第一时间参加汝州市抗洪爱心救

援队，先后 2次赴郑州、新乡抗洪抢险一线。
一念天青，寂寞穿行。路在脚下，往前走，穿过去，得见窑火，得见那蓝色的

精灵。2011年 5月 23日，汝瓷烧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作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振芳正在用心血和汗水，在汝瓷上抒

写着蓝天白云的明亮色彩，在汝瓷的历史时空里驰骋前路，无惧无畏，铿锵前

行。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有了小额信贷帮扶，我才开起了这个手机维修小店。虽然不大，但给了我

努力生活的信心和希望，感谢您，谢谢。”7月 5日，汝州市米庙镇王河盘村监测
户王亚辉，对前来走访的驻村第一书记韩佳佳说。

王亚辉今年 35岁，2016年因病导致股骨头坏死，行动不便需要使用拐杖，
家里有两个读小学的孩子，父母年过六旬帮别人打零工。经村里识别，王亚辉家

被纳入监测户。虽然镇、村给予王亚辉各项帮扶，但因看病花销大，王亚辉一家

的日子过得仍然窘迫。

王亚辉家的窘迫，牵动着汝州市人民法院派驻王河盘村第一书记韩佳佳的

心。经与王亚辉沟通，韩佳佳了解到他精通电脑、手机维修，也有贷款开手机维

修店的想法，“我这腿脚不方便，重活干不了，开个小店也能减轻点儿家里的负

担。”

摸清王亚辉的意愿后，韩佳佳牵线搭桥，与米庙镇乡村振兴办、汝州农商银

行的同志一起来到村里，为王亚辉办理了小额贷款手续。第二天，王亚辉就收到

了小额信贷资金 15000元。
有了小店，生活就有了盼头。在店里接待顾客的王亚辉，不再有为生计愁眉

苦脸的样子，对今后的美好生活充满信心和希望。

据了解，目前，王河盘村共为符合条件的脱贫户、监测户办理小额信贷 3笔，
根据他们的意愿和需求，帮助其发展种植业、养殖业，为他们致富奔小康加油助

力。 河南日报记者 张鸿飞 通讯员 杨松播

弘扬志愿精神 书写雷锋故事

危险，时刻存在。遇险，可能就在分秒之间……

7月 5日晚 8时 12分，记者拨通汝州市神鹰救援队队

长张洺赫的手机时，他说：“我们正在赶往西关桥，有车辆在

大雨中被积水围困。”

时光如梭，自 2021年 4月 29日，汝州市神鹰救援队正

式获得洛阳市神鹰救援队授权组建成立至今，已一年有余。

一年中，汝州市神鹰救援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先后参加了 2021年河南特大

洪涝灾害郑州、新乡等地的救援行动，以及持续开展的疫情

防控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作为全国文明城市，汝州不仅有神鹰救援队，还有蓝天

救援等民间救援组织。7月 2日上午，壹基金安全家园项目

落户汝州，夏店镇黄沟村等 6支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同时成

立。

这里选发的是汝州市神鹰救援队选送的日记。

时间：2022年 4月 10日
前几天，手机收到血库血源告急的短信，我们神鹰救援队的群也

发出了市红十字会的信息，群公告：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挽救白血

病患者生命的有效手段，凡年龄 18~45周岁，身体健康，适宜献血者
都可以进行干细胞血样采集，只需 6~8ML血样，填写志愿捐献者同
意书，您就可以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为了保证血液质量，我这些天必须保证早睡早起，不喝酒。

4月 9日上午，老公、伙计跟我一起和神鹰救援队的 19名志愿者
来到了市标附近的献血屋。本想着人不会太多，献血后可以帮助工作

人员检测捐献的造血干细胞血样，为病痛之人献点爱心，没想到那么

多人排队。我不由感叹，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说起无偿献血，我也算是有经验的，早就没有了第一次献血时的

迷茫和紧张，还能帮助工作人员进行扫码登记、填表格，为第一次参

加无偿献血的爱心人士做心理辅导。我知道这举手之劳可以挽救生

命，想到这，我心里感到十分欣慰，忙并快乐着。

现在正值疫情反扑，参加无偿献血的爱心人士，有自发而来的市

民，也有单位组织而来的。作为神鹰救援队的一名志愿者，虽然我们

不能像医护人员一样上一线抗击疫情，但我们可以尽自己的微薄之

力，与大家聚在一起，为社会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看着血液流进血袋，甚至想着如果我能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队伍，有一天能挽救白血病人的生命，一种快感和自豪感在心中

油然而生。

时间：2022年 4月 17日
我是汝州市神鹰救援队的一名队员，时刻准备

参加每一项紧急任务。

疫情就像挥之不去的迷雾，去年七八月份救援

队里每周，甚至每天都能收到学校、村镇、社区和单

位发来的消杀邀请函。我和志愿者们拉着酒精、消

毒液和消杀迷雾机，奔赴各消杀场所。

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在市公交公司，那天凌晨

4点多就起床出发，到现场后我们迅速配好消杀药，
对一辆辆公交车进行里外无死角消杀，经过三个多

小时的努力才完成任务。当时正值盛夏，脱下防护

服，每个人的头发、脸上，就像是刚冲过水还没来得

及擦一样，衣服被汗水浸得湿淋淋的，但是我们感

到无比轻松，为了早日战胜疫情，让大家过上正常

生活，这是值得的！

2021年 7月，我省大面积出现洪涝灾害。汝州
市大峪镇和寄料镇受灾也相当严重，一天接到了湖

南的一批救援物资，卸完已是夜里 11点多。这时，
我和几名志愿者接到队里电话：“新乡需要支援。”

已在灾区的队长说：“那里情况非常严重。”

当晚，我们驾车经过几个小时的奔波，到达新

乡卫辉下高速，国道两边全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

人员和物资，这阵势真正让我见识了什么是“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

凌晨，我们终于和队伍会合，按照当地救灾指

挥部的安排，队长带领我们前往上乐村镇，沿途一

片泽国，到了镇政府才知道大水已经淹没了好几个

村落。看到眼前这一幕，大家心里不由得紧张了起

来，这也是我见过最为严重的水灾了。

队长和镇领导沟通接洽后，我们迅速进入救援

现场。洪水肆虐、水流湍急，稍有不慎就会有翻船的

危险。在水路不明的情况下，我们摸索着进入村庄，

背的背，抱的抱，一趟趟将老人、小孩带上冲锋舟。

经过两天的不懈努力，终于将几个村子的村民转移

到了安全的地方。带着镇里的感谢信，我们转移到

下一个救援地，就这样不分昼夜，经过了 7天的辛
苦奋战，和全国各地的救援人员同心协力完成了新

乡卫辉灾区的救援任务。

这 7天的救援经历，让我的心更强大了。加入
神鹰救援队之前，我觉得志愿者就是做一些服务活

动，帮一下忙、助一下力，简简单单。现在我才发现，

志愿服务所担的是一份责任，是一份力量，更是一

种精神，要时刻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勇于担当，走在

前列。

河南日报记者 张鸿飞 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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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监测户“贷”来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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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世超

疫情防控卡点执勤记
□雷变利

时间：2022年 4月 17日
我在汝州东高速路口卡点执勤有 10天了，回

到家简单洗漱后躺在床上，可能站久了，双腿都是

僵疼的，于是随心写下这篇日记。

疫情反反复复跨了三个年头，万恶的病毒给人

们的工作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虽然我不能像

医护人员一样与病毒正面斗争，但我应该做些对守

住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有意义的事情。只有大家一

起努力，我们的生活才能正常有序地运转。

本轮疫情来势汹汹，4月 8日，神鹰救援队队长

张洺赫带着 4名志愿者，早上 7时 50分准时到达
汝州东高速路口，和疫情防控卡点领导接洽工作流

程，要求神鹰志愿者提高警惕，在严格落实个人防

护措施的情况下，执勤并维持好现场秩序：司乘人

员间隔一米线排好队、按流程进行返汝上报，查验

健康码，行程码，核酸检测证明……每一项工作都

要反复做、反复讲，一天下来腰膝酸疼、口干舌燥。

我想，这 10天，可能把我十年的话量都说了吧！
还好，我这才刚上岗执勤 10天，想一想在卡点

坚守了半年之久，甚至更久的工作人员，他们该有

多辛苦？每一天，在保持高度警惕状态的前提下，反

反复复做着同一件事，说着几乎同一句话，发现危

险人员，还需要立即启动预案，积极应对。

我想，在这个全民抗疫的特殊时期，没有人可

以独善其身。没有人付出，哪能换来疫情早日结束？

之前我也想过，在生活中但行好事，但没有找

到方向。参加神鹰救援这支公益队伍后，我们在这

个团队里相互学习、共同成长，尽心尽力参加公益

救援等活动。作为一个妈妈，我想为我的孩子树立

榜样，让我的孩子看看这个世界是多么美好！

我大步走在公益救援的路上
□武世超

造血干细胞捐献———衷心挽救生命
阴贾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