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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荣德，生于 1963年 7月，中共党员，祖籍山

东阳信。曾服役于汝州某部，从事文化宣传工作，

2000年转业至汝州市直某部门工作。2000 年至

2002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2005年至 2007年

留学俄罗斯，获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曾

进修于北京画院专攻风景油画，师承北京当代写

意油画研究院的王辉。此外，他还擅长播音主持，

在音乐方面也造诣颇深。

与刘荣德老师初次相识，还得要从绿洲广场

的偶遇说起。有次在广场上散步，忽然被一首浑厚

动听的军旅歌曲所吸引，这难道不是军旅歌唱家

阎维文的原唱吗？寻声而去，在广场的东北角看

到，看到一位身体修长的中年人，正在倾情地演唱

着，周围的叫好声、欢呼声不绝于耳。

休息时，通过与他交谈我得知，刘荣德不但有

才艺，有毅力，能吃苦，而且还是一个有爱心的退

伍老兵。

一个永不服“输”的人

刘荣德，1982年 11月，怀揣着绿色梦想应征

入伍，在汝州某部服役，经过 3个月训练，因考核

成绩优异，被分配到团政治处宣传股任电影放映

员。1985年入党，1988年改转志愿兵。在此期间，

他工作积极肯干、任劳任怨，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

时，又利用自己的美术特长进行艺术创作，曾多次

参加济南军区组织的作品展览比赛。1991年宣传

画“焦裕禄”参加济南军区“赞颂银幕上的共产党

员形象”美术作品展览获三等奖；1996年在“纪念

红军长征胜利 60 周年暨济南军区美术作品展”

中，其油画《亲爱的战友》获优秀奖；1998年，其油

画《人民在呼唤》参加“全军抗洪胜利美术作品展”

获一等奖。业余时间，他通过查字典用心揣摩的方

法自学了普通话播音主持，而后，又参加了北京文

化艺术学院朗诵专业函授班。为了提高自己的播

音水平，1990年 7月，经部队推荐，刘荣德参加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专业课培训，使他的普通话

播音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回部队后他创办了《军人

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他还参加过巩义市诗歌朗诵

比赛，并荣获一等奖。刘荣德因工作突出，1992年

被部队破格提拔（转干），经过半年的军校学习，他

毕业后先后任副连职排长、指导员等职，两年后，

他调任团宣传股任宣传干事。在此期间，刘荣德又

借调至济南军区组织部基层杂志社，任通讯编辑

部编辑。

一个追求梦想的人

2000年，刘荣德从部队转业至市直某单位。

在工作中他时常保持着军人作风，任劳任怨，积

极向老同志学习，受到领导及同志们一致好评。

2004年市直机关单位改革，刘荣德响应国家创业

政策，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毅然舍弃了优越的

工作，自费到中央美术学院深造学习。学习期间，

通过一年努力，他考取了去俄罗斯留学的预科名

额。这对刘荣德来说却是喜忧参半，高兴的是凭

自己的努力考上了羡慕已久的学校，忧的是留学

的高额费用自己难以负担。在自己犹豫不决时，

电话告知远在洛阳工作的妻子，相濡以沫 10多

年的妻子能亲身体会到丈夫的心思，也深知俄罗

斯留学机会对丈夫来说何等的重要，经过深思熟

虑后，她回电话说：“你深造学习我支持，没钱可

以借，真不行咱把房子卖了！”对此事刘荣德晚上

失眠了，权衡再三，想了一个通宵，他终于拿定了

主意，第二天给远在洛阳的妻子回了电话：“出国

留学这事就定了吧！我一定会珍惜这次深造机

会，谢谢你的全力支持。”在俄罗斯留学期间，刘

荣德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语言交流有障

碍，他请人辅导自学了俄语，生活习惯不适应，为

了省些开支，他吃面包、喝白开水。虽然生活艰苦

点，但是成绩斐然。经过两年的努力，刘荣德在

2007 年结业时，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俄罗斯国

立师范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他兼顾中西画之

所长，潜心研学主攻油画，近年在全国及省市画

展中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2015年 12月，其油画作品《千年古刹风穴寺》

在“油画中原－河南省百名画家走进汝州”写生作

品展览中，被汝州市人民政府收藏；2017年 8月，

他的油画作品《静谧》被国中美术馆收藏；2018年

5月，其作品《武夷山雨过后》在河南省第二十三届

美术新人新作展中荣获“优秀奖”；2019年 9月，其

作品《大峪美景》在汝州市政协“祝新中国和人民

政协成立七十周年书法、美术精品展”中被评为入

选作品；2021年 2月，作品《天路》被宜兴市美术馆

永久收藏。

一个富有爱心的人

“朋友们好！今天晚上，我给大家义务辅导诵

读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春》，7点在工行家属院荣德

美术馆，欢迎届时参加”。这是一个周末的下午，刘

荣德在微信群里的“通知”。当提到举办公益课的

初衷时，刘荣德感慨地说：“当今社会，普通话推广

尤为重要，它涉及到生活、工作、学习等诸多方面，

是朗诵、唱歌的基础。此次公益课，旨在培养诵读

爱好者们普通话水平及诵读技巧，使人们在生活

中找到乐趣，在乐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闪光点。”

经过公益课培训，现有三名学员在我市举办的诗

歌朗诵活动中，崭露头角，取得了较好的名次；其

创办的“荣德美术馆”，近几年，已有 4名学生在此

学习后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

“作为有着 30多年党龄，部队培养成长起来的

人，我虽然已退役多年，但对部队生活情结难以忘

却。我要用手中的画笔，精心描绘出更多反映部队题

材的作品。在今年‘十一’前夕，我将力争积极筹备，

举办一个以‘长征’‘抗洪’为红色主题的油画展，为

庆祝建国 75周年华诞献礼。”说这话时，刘荣德满脸

的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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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等七部委授予的全国第一批 273名乡村工匠名师之

一，1976年开始从事汝瓷研发以来，48年钟情于汝瓷事业，荣誉无数

的朱文立如今又入选全国总工会大国工匠培育对象，他说，倍感使命

光荣、任务艰巨，“持之以恒、精益求精、不断创新、牢记使命”这四个

词，将成为他一生的追求和动力。

从 1987年 4月，朱文立研制成功汝窑天青釉，他一直在汝瓷的烧

制技艺上不断钻研，“汝瓷的烧制技艺很独特，不同于其他的陶瓷，它

是二次窑变，是一个很神奇的化学变化，从豆青到天青的窑变，控制冷

却速度非常重要。现代科学这么发达，也破解不了汝瓷窑变的秘密。作

为汝瓷研究者，我一直在研发新的配方，不断改进，持续试烧，以求更

接近宋代汝窑的艺术水准。同时我也一直在寻找能烧出宋代汝窑天青

釉的原矿料，不止在老汝州的地域内，还去了外地寻找。汝瓷研发工

作，一辈子不会停。”

说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朱文立更有道不完的感悟，“汝窑艺术

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古代的汝窑器，从民窑到官窑，也有很多的瑕疵，

我们必须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完美，这是每一位工匠

应有的品质和精神。”他说，“汝窑为魁”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

要用精益求精的作品去诠释。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他的公司烧制的

每一件汝瓷作品，凡是达不到一级品的，统统被砸掉。朱文立说，“每一

名汝瓷工匠都去追求完美，才能保证汝瓷的高品质内涵。”

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这是朱文立清晰的

理念。“从 1987年我研制出汝窑天青釉，2005年我又研制成功张公巷

北宋官窑的釉色，在继承北宋汝窑传统釉色的基础上，我现在又创新

推出了曦青釉、初青釉，柴窑的研发也取得了初步成功，而且在汝瓷走向大众化方面

作出了探索和市场拓展。”

如今的朱文立，光环无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高级工程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民间

文化杰出传承人，中国十大杰出陶瓷人物，中国陶瓷艺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科

技考古学会理事，中国汝瓷技艺破解者，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河南省分会理事，河南

省劳动模范，河南省优秀专家，汝州技师学院汝瓷学院名誉院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教席导师……但他说，他最看重的是自己肩上的使

命。

“年轻时梦想去当兵，体检不过关，后来好不容易参军了，提干又历尽波折；后来

复员，安置时又遇到麻烦；回到家种地又不甘心，去朝川矿当工人，体检又没过；最后

才进了汝瓷一厂。现在想想之所以历尽坎坷，最终把你逼到汝瓷事业上，这就是一种

使命的召唤吧。”朱文立笑着说。

“逼上梁山”的朱文立最终走上了汝瓷研发的道路上，他回忆说，从进入汝瓷一

厂，响应周恩来总理“发掘祖国文化遗产、恢复汝窑生产”号召的那时起，对于初心和

使命，他有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的理解和追求。

这份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伴随他走过了 48年的风风雨雨和峥嵘岁月，岁月

改变了他的容颜，对汝窑的情有独钟却老而弥坚。

让朱文立感到欣慰的是，他钟爱的汝窑事业从来未曾忘记他的孜孜以求，如今

的他，已经不是独自行走在汝窑的艺术殿堂，2019年，朱文立与女儿、传承人朱宇华

共同研制成功曦青釉；2021年 11月，他与传承人朱宇华共同研制出初青釉；2022年

11月，他与传承人朱宇华初步研制成功柴瓷。他亲自传授的魏胜琴、何会营、许道先

等 10余名弟子，已将他的事业做到了汝州以外更远的地方，并且正在成为汝窑新的

领军人物。

近日，在市区东悦城小区西北角，坐在公司 2楼的大厅内，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

夏雨，高大葱郁的梧桐传来满目的青绿，朱文立神情愉悦，“我现在紧要做的有两件

事，一是争取在明年把柴窑的烧制技艺攻破，这个工作从我 2012在将台街发现柴窑

遗址就开始了，一直在持续并不断突破；二是正在写一本关于汝窑的学术专著，目前

已写了 10余万字，我想用这本书去阐释汝窑真正的历史渊源和汝窑烧制技艺的核

心秘密，期待这本书对弘扬传承汝窑文化起到良好的助推作用。”

说这话时的朱文立，眼神中充满着坚毅。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朱
文
立：

汝
瓷
振
兴
是
我
一
生
的
使
命

刘荣德：一位退役老兵的情怀
●马俊杰

“后浪”奔涌 这几个年轻民警，优秀！

刘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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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悦

范易杰收到群众送来的锦旗

刘铠源

有人说，“00”后刚出生时，就被打上

了“垮掉的一代”的标签，到了青春期，被

嘲笑说是“非主流的一代”，长大成人后，

又被贴上了“躺平”“矫情”的标签。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当然是否

定的。从下面这几位来自汝州市公安局

的“00”后警察的自述来看，当“00 后 +

警察蓝”的角色双重叠加，他们不是垮

掉的一代，而是恪尽职守、勇于创新的

一代。这些“00”后的孩子，摇身一变成

为“老干探”，在不同的岗位上书写充满

激情的青春。

当“买家秀”遇到“卖家秀”

从小我就爱看《重案六组》《破冰行

动》这类警察题材的影视片，警察们走

路带风，忙碌在一个个案件现场，发现

蛛丝马迹，最终成功地揪出凶手，看起

来真的超酷。

一直以来，我梦想中的公安工作也

是如此。还是一名警校生时，我总想象

着自己能参与侦破各种大案，成为一名

战斗力 max（最大极限、爆表）的刑警。

警校毕业踏上工作岗位，我如愿以偿进

入了刑警队伍。在单位里跟着师傅学

习，但每天接触的要么是家长里短的

“小事”，要么是些打架偷盗的“小案”，

一种“买家秀”与“卖家秀”的失落感油

然而生。难道我的警察工作“就这”？

直到今年，在一个夜晚出警时，我

与同事发现一个瘦小的身影在马路上

独自行走。随后，我们立刻朝路口跑去，

走近后，发现是一个小女孩。询问得知

小女孩因和父亲路途中发生口角，负气

下车步行至此。

小女孩已独自走了近 2个小时。我

们立刻给小女孩准备食物，并联系上了

小女孩的父亲。当焦急的王先生看到女

儿时，立刻飞奔过来紧紧抱住了她。看

着王先生和女儿的温馨画面，那一刻，

我的成就感涌上心头。

（讲述人：范易杰）

临危不乱的“闪光少女”

身为“00”后的我热爱摄影，喜欢在

相片中成为 blingbling（金光闪闪、炫目）

的“闪光少女”。加入警营大家庭，变身

初出茅庐的“王警官”，我有过紧张，有

过迷茫。下班后漂漂亮亮出门采风，却

遇到突如其来的加班；看着逐渐后移的

发际线，难免也会 emo（忧郁、伤感），但

同时，我也感觉到自己在成长，经历过

一次次的警情处置，渐渐懂得了责任的

重量。

前两天，我通过和同事的努力，帮

助一名群众找到了遗失的重要背包，当

事主拿着锦旗和感谢信来到我面前时，

说：“背包里的物品丢失对我来说影响

不可估量，在咱们汝州警察的帮助下找

回了背包，我整个人都重生了！”

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激动和自

豪，原来，当初那个被保护的小姑娘，如

今也成为守护群众生命的“警官同志”。

（讲述人：王子悦）

斗智斗勇的“追逃小能手”

身为“00”后的我，是个“i”人（性格

内敛内向，虽心中波涛汹涌，但表面可

以波澜不惊）。

刚入警时，我还没想好“放什么大

招”服务群众，就被群众“无情”碾压。面

对各种各样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

不知如何处理的我，总是尴尬地脚趾扣

地。

记得刚接手独立办案时，盗窃非机

动车的警情在辖区时有发生，案件虽不

大，但和老百姓息息相关。我和同事们

一起，通过大量走访摸排、循线追踪、蹲

点守候，将一系列盗窃案件一一侦破。

那一刻，我也真正感受到，只要能守护

群众，就是在履行一名好警察的职责。

现在，我明白了：其实在哪个岗位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只要有一颗愿意

走进群众和群众交流的心，我们“i”人也

可以变成“话痨”。 （讲述人：吴龙飞）

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的“新警蛋子”

从警校毕业前，我觉得自己穿上警

服就是颇具威严的刘 sir了，但工作后，

面对更多的却是“群众被骗后苦恼”的

感叹。我从师父身后的“小跟屁虫”，成

长到能独自快速处置各种情况的小刘

警官，工作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嘎嘎

帅”。

从第一次踏进反诈中心办公室开

始，我就知道自己身上的千钧重担。五

花八门的诈骗案件、同事们忙碌的身

影，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一

天开始，我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业务，

在浩如烟海的数据里顺藤摸瓜，了解并

掌握专业的技侦战法。

2023年某月中旬，刚入警的我就成

功止付了一起冒充领导电信诈骗的案

件，止付金额高达几万元。提起那急如

星火的“止付半小时”，我记忆尤深。

“警察同志，快帮我想想办法，那可

是我半辈子的积蓄。”受害人语无伦次，

心急如焚。正在开会的我，赶忙跑进办

公室，一边了解案情，一边娴熟地打开

系统，沉着冷静地分析数据，像剥洋葱

一样，一步步还原着整个“诈骗路径”，

脑子里回忆着前辈们的操作流程，手里

有条不紊地“按部就班”。

“冻结了！”操作完最后一步，被骗

资金被成功止付，我如释重负。

（讲述人：刘铠源）

心系群众的“显眼包”

我喜欢旅游，但大学四年，我常常

心是旅游“特种兵”，身在警院“大练

兵”。大千世界，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我进入了

“经济自由”“时间自由”的人生阶段，意

味着“小小泰山！拿下！”“小小武功山！

拿下！”然而，理想很丰满，事实太骨感。

有人相爱有人夜里看海，而我，只能在

警队的办公室里，把加班的椅子坐穿。

也就是在日复一日“把加班的椅子

坐穿”的历练下，我逐渐练就了一双慧

眼。去年，在辖区走访群众过程中，我凭

借敏锐的观察，成功发现并抓获一名网

上在逃人员，成就感满满！同时，在日复

一日的工作中，我也更加懂得如何与群

众沟通。现在，虽然和大学时想象的“经

济自由”“时间自由”后可以实现的“旅

游自由”不一样，但是在收获群众笑脸

好评的同时，我常常会想这样的 walk

（徒步旅行），好像也不错！

（讲述人：董城浩）

结语
从梦想的享受生活“走花路”，到步

履坚定地踏上从警征途；从不太靠谱的

亚子（外表的样子），逐渐“进化”成人民

信任的样子，在成长的路上，这几位“00

后”的蜕变不止一次，成长当然也不会

止步。

他们正青春充满活力，他们有干劲

勇往直前，他们是警营里的新生力量，

向阳而生，逐光而行，以青春之名，展藏

蓝风采。警营“00”后，加油，加油，加

油！ 据河南日报农村版

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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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