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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人

“雨过烟云漫散时，一抹天青为汝来。”汝瓷，

以其温润如玉的质感、天青色的神秘韵味广受青

睐。

6 月 23 日，走进汝州市玉松汝瓷生活体验

馆，小到耳坠、手链，大到各种饮食器具及摆件，都

是一片天青之色。燃一炉沉香、品一盏香茗，再插

一瓶鲜花，李晓涓一边为大家示范汝瓷的生活化

运用，一边告诉记者，“开设这家体验馆，就是希望

通过我们所做的器物，让更多人感受汝瓷之美，更

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李晓涓是平顶山市人大代表、汝州市玉松汝

瓷有限公司技术总监，从事汝瓷行业已经 30 余

年。

选料、制坯、素烧、施釉、烧制……绕着玉松汝

瓷制瓷车间走一圈，身着工装的李晓涓讲起每道

工序都能“条分缕析”，对各种器型都能“如数家

珍”。那份对细节的精益求精，对汝瓷发自内心的

热爱令人感动。

作为汝瓷烧制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李晓涓针对汝瓷烧制没有规范生产流程和现代化

质量管理体系的问题，细化制定出 13 道工艺、108

个工艺环节的标准，让匠人们有章可循；针对汝瓷

生产成品合格率低的问题，她加大研发投入，推进

科技成果转化，促进节能降耗 5%，产品合格率提

高 10%。她还大胆创新，带领团队研发了汝瓷生态

瓷泥、肤色泥等，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

型专利 1 项、外观设计专利 47 项。

作为一名汝瓷文化行业的代表，李晓涓积极

履职，走访了众多陶瓷企业，深入了解大家的现状

与需求，连续多年提交关于发展汝瓷文化产业的

有关建议，得到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并为《平顶山

市汝瓷文化保护条例》出台作出积极贡献。

谈到下一步打算，李晓涓说：“聚焦‘两高四着

力’，我们把‘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作为使命担

当，将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引入先进技术优化生产

流程，深度挖掘汝瓷文化内涵，并结合现代审美推

出更多美感与实用兼具，富含情绪价值的文化创

意产品。”她还说，要积极拓展线上销售渠道，打造

“汝瓷 +”新型商业模式，推动汝瓷产业从传统制

造向现代产业升级，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当天下午，又一批汝瓷出窑，李晓涓仔细观察

着每件器物的釉色。“从泥胎到成器的华丽转变，

蕴含着千年传承的温暖与力量，希望更多人能一

起续写汝瓷的故事。”她说。

转自 6 月 30 日河南日报

凌晨 4 点，天色深沉，位于梨园小区南门口的

鸿喜早餐店已经亮起了灯光。店铺老板杨晓光与

妻子范亚歌熟练地洗手、系围裙、戴好帽子，在案

板与灶台间穿梭忙碌着。“咱们要赶在天亮前备足

餐食，让街坊们一开门就能吃上热乎的早餐。”范

亚歌边揉面边说，一旁蒸腾的热气模糊了她鬓角

的汗珠。

几年前，杨晓光夫妇还在南方城市的流水线

旁挥汗如雨，如同无数打工者一

样，为生计奔忙。然而，岁月无声，

孩子渐长，父母渐老。母亲一次意

外跌倒后无人及时照料的惊慌，以

及儿子在视频通话中流露出对父

母陪伴的陌生与渴望，像两枚沉重

的砝码，重重压上他们心头。再想

到视频里儿子躲闪的眼神和母亲

床头未及时更换的药瓶，最终夫妻

俩决心归家创业。范亚歌说：“当

时，我们俩整夜没合眼，反复掂量。

孩子大了，父母老了，再等就真怕

来不及了。”

返乡之路并非坦途。创业资金

短缺是横亘在前的第一道坎。他们

拿出了多年打工攒下的全部积蓄，

又谨慎地向亲友借了一部分，每一分钱都反复计

算。从店铺选址到装修布置，从挑选食材到反复调

试口味，夫妇二人几乎都是亲力亲为。首次开店，

杨晓光也曾忐忑不安。妻子的鼓励成了他前进的

动力。“别担心，这些年什么苦没吃过？不试哪来的

机会……”这些朴实的话语，让他放下顾虑，全心

投入经营。杨晓光至今清晰记得那段日子：“为了

一根口感完美的油条，我炸糊过几十次面团。”硬

是把一个“门外汉”逼成了“多面手”。

如今，鸿喜早餐店的烟火气已悄然融入附近小

区的日常肌理。除了深受欢迎的油条、胡辣汤等传

统早点，范亚歌还外出学习了精致小笼包和豆腐脑

等小吃，吸引了更多年轻顾客。小店不仅支撑起全

家生活，更成为社区温暖的连接点。几位常来的老

人，已习惯每日在此小聚；上学的小学生，也喜欢来

买一份热腾腾的早点。一位常客感慨道：“他们的包

子，个大料足，小两口诚心诚意，来这吃，不仅能吃

饱还能吃好。”

小店忙碌的间隙，杨晓光的父亲会默默过来

搭把手，母亲则帮忙照看孙子。孩子放学后，也常

在店里一角写作业，抬头就能看见父母忙碌却安

定的身影。范亚歌一边麻利地给顾客装好早餐，一

边微笑地说：“累是累点，但心是安定的。早上开

门，看见老人孩子都在跟前，再听到顾客说一句

‘味道真好’，就觉得一切都值得。”

晨光渐明，早餐铺飘出的麦香、肉香唤醒了沉

睡的人们。范亚歌掀开蒸笼，白雾裹挟着暖意扑面

而来。在这方烟火氤氲的小店里，夫妻俩用双手

“烹”出幸福滋味，也让奋斗的故事在热气腾腾中

不断续写。 牛莉萍

18 个月利用下班后的休息时

间，完成 60 余次出诊。这份实实在

在的付出，让她获评市人民医院

2025 年度第二期互联网“服务之

星”。

作为医院神经内二科副护士

长，程晓茹在病房工作中始终耐心

对待患者。她明白，疾病带来的不

仅是身体不适，还有心理压力。“用

爱和温暖帮助患者建立康复信

心”，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面对患者的疑问，她总能用简

洁易懂的语言解释病情和康复要

点。

医院延伸服务开通后，程晓茹

走出病房，走进患者家中。一些行

动不便、出院后仍需护理的患者，

通过互联网平台下单，就能预约到

上门服务。

程晓茹的工作内容并不“高大

上”，多是更换胃管、尿管等基础但

关键的操作。这些看似普通的护

理，对居家患者来说却是难题，稍

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感染等并发症。

一次，平台接到一位长期卧床

患者家属的求助，患者的胃管到期

需要更换。程晓茹接单后，带着专

业工具上门。操作前，她仔细核对

患者信息，确认胃管位置；操作时，

动作轻柔、规范，熟练完成更换。操

作结束，程晓茹没有立刻离开，而

是开始细致的健康指导。她为家属

演示如何固定胃管，避免拉扯；讲

解鼻饲的温度、速度和量的把控；

还提醒日常观察胃管通畅性的方

法。家属认真学习，不时提出疑问，

程晓茹都一一耐心解答。

类似的场景还有很多。为需要

更换尿管的患者服务时，程晓茹会

结合患者身体状况，告知家属预防

泌尿系统感染的注意事项，从保持

会阴部清洁，到饮水的频率和量，

都讲得清清楚楚。她的健康指导从

不敷衍，总是根据患者实际情况，

将要点细化到每个步骤、每个细

节。

这些上门服务的经历，让程晓

茹对护理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护

理不仅是医院里的治疗，更是对患

者持续的关怀。程晓茹说，未来会

继续通过延伸服务，走进更多患者

家中，用专业的护理和细致的指

导，为患者送去切实的帮助。

程晓茹的工作，是市人民医院

众多护理工作者的写照。她们用专

业和耐心，践行着“以患者为中心”

的理念，让护理服务的温暖，延伸

到患者最需要的地方。在这个快节

奏的时代，正是有无数像程晓茹这

样的护理工作者，用脚步丈量责

任，用双手传递温度，在平凡的岗

位上默默坚守，才编织出守护生命

健康的坚实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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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涓：一抹天青为“汝”来

李晓涓

范亚歌

6 月 29 日，我市举办庆祝“七

一”建党节暨纪念临汝县曲剧团成

立 70 周年专场演出。演出现场，来

自我市的豫剧名丑崔占老先生虽已

81 岁高龄，仍扮丑登场，一亮相便赢

得台下掌声雷动。

演出筹备期间，全体参演人员

不惧酷暑高温，坚持认真排练。到了

正式演出时，大家还自己动手精心

装扮，力求以最佳状态呈现给观众。

演出过程中，81 岁的孙新、丁富江、

丁丙炎，79 岁的尹宏志等几位“老戏

骨”精神矍铄，耍刀舞枪间，动作利

落，“啪啪”作响；一招一式，沉稳有

力、虎虎生风，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尽显当年风采，让人不禁感叹他们

的深厚功底。

他们精彩绝伦的表演，令台下

观众满怀敬意，掌声此起彼伏，经久

不息。

文 赵艳丽 图 王志斌

丁富江

尹宏志

崔占

候场中的小演员聚精会神观看演出
“老戏骨们风采不减当年

刘秋芬与陈存

“戏 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