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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县青年创业先进个人，河南省陶瓷行业技

术能手，中原陶瓷文化产业十大创新人物。跟随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君子老师学

习汝瓷烧制技艺，其代表作品有《弦纹樽》《鹅颈瓶》

《玉壶春》《盏托》等，作品种类近百种。多次参加国

内的陶瓷博览会展活动，作品屡获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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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玉石雕刻艺术大师、中国青年玉雕艺术

家、中国玉雕大工匠、河南省玉雕大师。30余年，

他专注于佛教题材玉雕创作，将佛教造像艺术融入

玉雕创作。其藏传佛像玉雕题材有莲花生大师、文

殊菩萨等，得到了业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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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美术师、绞胎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中原（轻工）大工匠。焦作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2021年，“司福源劳模技术创新工作室”被评为

“焦作市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绞

胎玉璧”“中华御龙”等获国家专利，“绞胎玉璧”荣

获2015年“东方韵”国际陶瓷博览会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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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长强出身钧瓷世家，是第八届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父亲苗

锡锦是著名钧瓷专家，被称为钧瓷届泰

斗，1949年前从事陶瓷生产，参与了新中

国成立后钧瓷恢复的全过程，是中国陶瓷

艺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苗长强给人的感觉是憨厚朴实，像一

名学者，更像是学者型艺术家。1962年出

生的苗长强先后被相关部委授予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钧瓷烧制技艺国家级代表

性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苗长强1979年进入禹州市神垕镇新

华陶瓷厂实验室工作，1985年就读于西北

轻工业学院硅酸盐工程系陶瓷专业。在

那里，苗长强不断汲取知识，将自己长期

的钧瓷烧制实践和专业的理论知识相结

合。二者的融合，让苗长强产生了难以抑

制的创作冲动。经过两年专业学习，1987

年苗长强在老家建起了4立方米的双火头

煤烧窑炉。随着窑炉的建成，苗家钧窑开

始起步发展，并一直走到今天。

从事钧瓷艺术研究40多年来，苗长强

秉承天人合一的理念，吸收钧瓷的文化精

髓，不断追求素雅沉静的审美风范。他不

但注重现代钧瓷的实践生产、古陶瓷遗址

的考察发现，而且在理论研究方面走在时

代的前列，在钧瓷釉料、造型设计、烧制方

式、理论创新等方面均有重大突破。成功

恢复宋“官钧”之蚯蚓走泥纹、天青、月白、

葡萄紫等钧瓷历史经典釉色。同时突破

了钧瓷传统造型的传统格局，开创了钧窑

造型艺术的新局面。是唯一承担世博和

奥运国礼制作的国大师，也是唯一承担元

首出访国礼制作的国大师。2012年 12月

苗长强工作室（隶属于苗家钧窑有限公

司）被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授予首批

中国陶瓷界唯一一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研究基地。其作品多次被选为

国礼赠送国外政要，为我国外交事业和非

遗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当代钧

窑第一人”“钧瓷国礼第一人”。

为了让钧瓷文化绽放更加迷人的光

彩，苗长强默默无闻地坚守着，他夜以继

日，摹古酌今，坚守传统，精心配制，反复

交叉试验，把试烧标本与古钧窑标本进行

认真对比，找差距，查问题，寻对策，求改

进。在烈火中淬炼着顶级的钧瓷，在岁月

中传承着传统文化，用执着和专注把时间

凝练在一个个精美的瓷器中，正是由于他

的不懈努力，终于研发出一件件顶级的系

列产品。

苗家钧窑精品不断，他的作品不仅备

受收藏家的喜爱，还多次作为国礼走出国

门。

1999年世纪雄风2.1米高大花瓶珍藏

昆明世博园中国馆一楼大厅、2008北京奥

运会，苗长强烧制的“北京奥运·长城鼎”

被确定为赠送给各国元首及代表团的国

礼，并陈列北京八达岭长城，传统釉色的

研制受到专家的一致好评。

2010 年，苗长强的作品《东方红鼎》

《和平友谊鼎》等被上海世博会主题馆部

定为对外友好交流的高端国礼，《东方红

鼎》被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收藏……2012

年，国际影星成龙收藏了他的钧瓷珍品

《双龙尊》。

苗长强始终坚持用高标准做瓷，低调

做人的人生态度打磨着手艺，打磨着内心

那份对艺术的专注，那种对精品的执着，

烧制成一件件精美的瓷器，绽放出梦幻的

光彩。

苗长强的作品厚重大气、古朴典雅、

釉色莹润，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元素，深受

各界赞誉。其作品《世纪雄风》《出戟尊》

《荷口盘》《八方进宝瓶》《长城鼎》《祥尊》

《双龙瓶》《三阳开泰尊》等在钧瓷界影响

广泛。

“父亲曾说，创新不离宗，仿古不拟

古。我的钧瓷创作，一直受这句话影响。”苗

长强表示，在钧瓷新釉色的开发和新造型的

设计上，他一直坚持这一原则。在苗长强

看来，端庄大方、古朴典雅是传统钧瓷的

魅力所在。在器形的创新上，苗长强一直

坚持这一特色。他的作品《长城鼎》《小口

尊》等皆是如此，大气、浑厚、庄重、震撼。其

创作的作品常用古典元素符号，来演绎当

代艺术之美。 （郭明瑞东方晓杨帆）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刘志军钧窑瓷器作品

8月 25日，“钧台重光”——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刘志

军钧窑作品启运仪式在禹州市钧官窑址博物馆举行。

据了解，现场共展示刘志军钧窑瓷器二十四件，复烧

宋钧官窑十四种不同制式的花器，分别为：出戟尊、鼓钉、

四方式花盆、六方式花盆、莲花式花盆托、海棠式花盆等。

作品是钧瓷史上复烧仿制宋钧官窑花器全部制式的第一

次完整呈现。传统仿古类作品六件，分别为：天蓝釉红斑

三足炉、天青一色水仙盆、天蓝釉紫斑折沿盘、秾芳依翠宋

式茶器、紫霞凝青胆式瓶、徽宗秘器听琴熏。此次收藏的

特别作品象鼻尊，是刘志军父亲刘振海的代表作，由刘志

军与其大哥刘建军大师共同捐赠。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刘志军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进行了

多次沟通和深入交流，就收藏活动的藏品种类、数量等细

节及具体安排达成共识。中国国家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认

为，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当代艺术家个人作品的历史

上，单次收藏如此数量的作品，是相当罕见的，意义非凡，

为此特意安排了此次启运仪式。

刘志军，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大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

师、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钧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多

年来，作品先后被海内外多家著名博物馆、专业机构收藏

展示。 （郭明瑞）

镇平县玉雕师刘晓强

获“全国劳务品牌形象代言人”称号

近日，由中国劳动保障报社组织开展的“全国劳务品

牌形象代言人征集展示活动”中，镇平县玉雕师刘晓强获

得“全国劳务品牌形象代言人”荣誉称号，有力宣传了镇平

玉雕品牌。

镇平县因玉而兴，虽不产玉，但形成了全国最具规模

的玉石加工销售集散地，是著名的“中国玉雕之乡”。面对

新挑战、新机遇，镇平县围绕建设“国际智慧玉都”“全球玉

文化消费中心”的发展定位，以打造千亿级玉产业集群战

略发展目标，创新发展新型业态，重点打造特色品牌，并具

体实施了“玉+”发展战略。

产业是根基，人才是命脉。为持续建设、培养高素质

的玉文化产业人才队伍，镇平县不断在玉雕人才留引、玉

雕人才培养等方面不断下“大功夫”，着力构建新型人才培

养体系。截至目前，全县共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

“中国民间艺术大师”2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2人、国家

级玉雕大师30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82人、省级玉石雕刻

大师569人、各类技工技师1万多人。 （李青凡）

省陶瓷玻璃行业管理协会9月3日换届

据了解，河南省陶瓷玻璃行业管理协会会员代表大会

换届选举大会将于9月3日上午，在郑州隆重举行。

本次河南省陶瓷玻璃行业管理协会会员代表大会换届

选举大会受到了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的高度重视，中国陶瓷

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吴越申、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侯文全，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财贸轻纺烟草工会、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国资委、河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等相关部门领导及二百多位陶瓷同仁将参加本次盛会。

大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协会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

长、秘书长，并审议通过河南省陶瓷玻璃行业管理协会第

五届理事会章程，并对新一届理事长四年工作规划做出明

确的方向及方法，同时召开数字化研讨会，助力河南陶瓷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郭明瑞）

《莲台观音》获第二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
百花奖金奖

8月 21日，2022中国首饰玉器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南

京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冠军密玉俏

色作品《莲台观音》荣获2022中国首饰玉器百花奖金奖。

本次百花奖参评作品978件，共评选出百花奖金奖31

个，银奖 48个，铜奖 70个。《莲台观音》大气丰满，雍容华

贵。观音宝像黄色的莲台、白色的玉净瓶、手持黄白相间

的莲花，利用巧色巧雕手法，立体感极强，朱红色配座和宝

像背后的佛光把这件作品衬托得生动无比。 （郭明瑞）

宝丰县汝窑瓷业发展中心改革创新成效足

8月 19日，宝丰县汝窑瓷业发展中心全面深化改革项

目“陶瓷网络销售模式创新”荣获宝丰县“2021年度全面

深化改革创新奖”。

针对近年来疫情影响导致线下销售问题，宝丰县汝窑

瓷业发展中心多措并举深化改革，首先引进北方瓷区·抖

音电商直播基地，通过社会资本方投资建立云仓储、云物

流，实现了汝瓷企业、众多创业者在家门口开设抖音店铺

进行陶瓷网络销售；其次积极推动汝窑陶瓷企业触网，采

取网络直播课，并由县领导参加分批召开的直播开播推进

会。在大营镇开设直播人才与企业面对面推进会，让广大

汝窑陶瓷企业切实感受线上销售的优势，推动汝窑陶瓷企

业转变思想加入线上销售中；最后是积极引进河南询标、

豆芽直播等知名主播团队入驻基地为企业直播带货，进一

步带动宝丰汝瓷线上销售。 （郭明瑞）

近年来，沁阳市围绕“融”字做文章，提升旅游服务，推

进共建共享，走出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文创深度融

合的全域旅游新路子。

沁阳市成立了由党政领导挂帅的创建工作指挥部。

全市建立了旅游发展联席会议制度，统筹推进全域旅游示

范区创建工作。

该市利用丰厚的文化资源，不断为旅游注入文化之

魂。依托丰富的文物资源，实现文博场馆景区化，凭借传

承千年的黑陶技艺，将非遗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将古老

技艺与现代创意有机结合，以传承千年的黑陶和野王紵器

技艺，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大力建设黑陶小镇、神农

陶文化产业园、檀溪堂文化产业园。通过持续举办朱载堉

跨学科学术论坛、李商隐杯诗词大会、中国陶文化高峰论

坛等活动，积极开展非遗进景区、怀梆跟我学等活动，助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为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沁阳市三年来共修建了

1027公里的四好农村路，将沿线旅游景区、乡村旅游点串

点成线，形成旅游产业带。乡道常九线成为远近闻名的旅

游网红路。依托沁阳汽车站建立旅游集散中心，开通城市

旅游观光巴士，旅游专线公交和旅游客运班车，解决景区

交通“最后1公里”问题。 （郭明瑞）

据文献记载，郑州在五代时期烧造出

了精美绝伦的青瓷。明代人所著《新增格

古要论》记载“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

文献《瓷史》记载：“五代数十年间，其瓷窑

之可考者有五，曰郑州窑、耀州窑、宣州

窑、南平窑、越州窑。”然而，自五代后，郑

州窑柴瓷就神秘地消失了，寻找和复烧郑

州窑柴瓷成为一代又一代考古人和陶瓷

人的梦想。

郑州窑，史称柴窑，是五代后周皇帝

柴荣在河南郑州所建御窑，其釉色青如

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明代文献记

载，郑州柴窑瓷片当时已与金翠同价，人

们拥有一片，无不视若珍宝，镶嵌挂之。

随着 2021年郑州市第七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项目的公布，神秘消失了1000

多年的郑州青瓷烧制技艺，开始回归大众

视野。该项技艺非遗传承人孙军多年来历

经千辛万苦烧制的100多种郑州窑青瓷艺

术品，再次展现出传说中郑州窑柴瓷的美

轮美奂、巧夺天工，填补了中国陶瓷艺术的

一项空白。对郑州窑的成功再建和青瓷烧

制技艺的恢复，更是做出了独有的贡献。

孙军是高级工艺美术师、国家一级技

师、中国传统工艺大师，郑州窑青瓷研究

院院长，对于河南的两大名瓷——钧瓷和

汝瓷颇有研究，他的钧瓷作品多次获得各

类大奖，作品还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程健君

说：“郑州窑青瓷是中国陶瓷上一颗熠熠

生辉的明珠，郑州窑青瓷的恢复烧制对提

升黄河文化影响力凝聚力，增强郑州的文

化竞争力具有极大的意义。” （郭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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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长 30cm，宽 18cm，高 31cm，以

古代玉璧为设计理念，主体为龙，底部饰

以天禄、辟邪，有吸纳四方之财、降妖除魔

使人不受侵扰的寓意。龙璧的运用历史

久远，跨度数千年之久，内涵极深。

本品由鲁山花瓷制作技艺研发传承

人张伟设计制作，张伟多年来专注于陶瓷

研究、创作，潜心研究，锲而不舍，对失传

已久的鲁山花瓷制作技艺进行技术攻关，

不断挖掘花瓷古韵，从原料配置、成型工

艺、装饰绘画、窑炉烧造等进行研究，成功

复原出鲁山花瓷。 （郭明瑞赵楠 文/图）

建非遗人才队伍 抓“产数融合”机遇
宝丰县持续推进工艺美术产业高质量发展

统筹统筹：：郭明瑞郭明瑞
电话电话：：1310384120513103841205 微信同号微信同号

苗长强用古典元素演绎钧瓷之美

郑州窑青瓷

沁阳市“黑陶+旅游”融出文旅新业态

宝丰县位于河南省中西部，历史悠

久，文化厚重，是“中国汝瓷文化之乡”“中

国汝瓷之都”，是宋代五大名窑之首汝窑

的发源地和清凉寺汝官窑遗址所在地。

近年来，宝丰县大力发展汝窑陶瓷产

业。截至目前，全县拥有汝瓷烧制企业和

研究机构168家，汝瓷产品2000余种，从

业人员近千人，汝瓷年产量约 1000万件

（套）、年产值6.8亿元。

清凉寺汝官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汝瓷烧制技艺”

被国务院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为促进工艺美术产业高质量

发展，宝丰县主要有以下做法：

强化引导扶持夯实产业根基强化引导扶持夯实产业根基

坚持规划推动。发挥汝瓷资源优势，

把汝瓷作为特色产业纳入全县“十四五”

发展规划，实施汝瓷标准化战略，促进汝

瓷产业高质量发展。成立宝丰县汝窑瓷

业保护和发展中心、汝瓷行业管理协会和

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编制了汝瓷产业发

展、清凉寺汝官窑遗址保护等规划，制定

并发布了汝瓷质量等级和鉴定评价国家

团体标准。坚持政策促动。出台《宝丰县

汝瓷产业发展意见》，对获得专利的汝窑

陶瓷企业给予现金奖励。县财政每年拿

出 1000万元设立汝瓷产业发展基金，推

进项目建设，支持企业创新，促进汝瓷产

业特色发展、集聚发展。汝窑陶瓷产业

园、汝瓷创新创业孵化产业园等一批项目

先后建成，东道汝窑、问鼎汝瓷等一批重

点企业成功入驻，实现了强强联合、协同

发展。坚持龙头带动。依托中汝廷怀窑、

大宋宫廷汝瓷等本土龙头企业，开展以商

招商，引进九道宝瓷、大博瓷画等全国知

名陶瓷企业落户宝丰县，汝瓷产业得到进

一步壮大发展。

强化创新驱动注入强化创新驱动注入““人才活水人才活水””

始终把人才引育作为创新关键。实

施非遗人才队伍能力提升工程，开设宝丰

汝瓷烧制技艺公益课堂，举办汝瓷专题培

训班，选送陶瓷工匠到清华美院、中科院

等高校院所进行深造，大力培育“大国工

匠”。目前，全县拥有国家级陶瓷工艺大

师33人、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百余

人。始终把校企合作作为创新重点。在

宝丰县汝瓷研究所挂牌成立河南大学美

术学院实习实践基地，促进政、产、学、研、

用全面融合。联手清华大学等知名高校，

成功研制汝瓷釉料配方50余种，开发文创

产品上百种。坚持创意驱动、美学引领、

艺术点亮，让汝瓷绽放“雨过天晴云破处”

的天青之美，展现“似玉非玉胜似玉”的精

彩蝶变。始终把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实

施创新型企业树标引领行动、高新技术企

业倍增计划。宝丰县汝瓷研究所成功获

批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现了汝瓷行

业省市级科研平台“零”的突破。

强化支撑保障做强汝瓷产业强化支撑保障做强汝瓷产业

向“云技术”要动能。抢抓“产数融合”

机遇，与抖音平台合作，成立北方瓷区抖

音电商直播基地宝丰分基地，引进豆芽直

播、询标广告等专业直播团队，陶瓷直播

间达 300 多个，陶瓷年营业额突破 1 亿

元。向“美好生活”要创意。聚焦群众生

活需要，加大生活茶器、办公用品等生活

常用品创新设计力度，目前，形成了以茶

器等日用瓷为主，仿古瓷、工艺瓷协调发

展的产业体系。同时，为加强汝瓷文化保

护和传承，今年年初，平顶山市启动了汝

瓷文化立法工作，以高质量立法推动汝瓷

产业高质量发展。

强化合作交流叫响宝丰品牌强化合作交流叫响宝丰品牌

发展精品展演。组织县域汝窑陶瓷

企业参加深圳国际文博会、景德镇国际瓷

博会等重大展览赛事60余次，荣获全国大

奖300多个。先后举办“汝窑传世品复仿”

大赛、中日韩陶艺名家作品展等系列活

动，宝丰汝瓷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宝丰县

李廷怀大师与周国桢大师联袂打造的“双

奥之瓷”《冬奥·泰平尊》，成为北京2022年

冬奥会特许商品。

加大宣传力度。成功注册“宝丰汝

瓷”地理标志，实行合格品、精品级、珍品

级三级管理制度。宝丰县还拍摄了《宝丰

汝窑》《瓷源之汝窑》等宣传视频，开设了

“宝丰汝窑”官方微信号、官方抖音号等新

媒体平台，在人民网、新华网、央广网等新

闻媒体平台发稿近千篇，极大地宣传推广

了汝窑文化，提升了汝瓷的知名度、美誉

度。 （李赛楠）

王
群
成

鲁山花瓷制作技艺传承人、国家级高级工艺

美术（陶瓷）师、一级/高级技师、中原陶瓷文化产

业十大领军人物等。恢复濒临失传的传统花瓷制

作技艺。作品涵盖传统摆件、创意摆件、雕镂作

品、能量瓷茶具、餐具、酒具、文房用品等系列500

余种。

宫
廷
御
鼓

曹
二
虎

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河南省劳动模范、“河

南省陶瓷行业技术能手”“平顶山市拔尖人才”

“宝丰县专业技术拔尖人才”，2020年获得第九

届“大地奖”陶瓷设计创作大赛金奖。

晋
晓
瞳

高级工艺美术师、第二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率先恢复钧瓷柴烧技艺，为现代柴烧钧瓷

的复兴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作品被中国国家

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

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等文化机构收藏。

莲
福
瓶

柴
烧
钧
红
釉
荷
口
梅
瓶

刘
志
钧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

中原大工匠、非物质文化遗产钧瓷烧制技艺传承

人。郑州市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被河南省发改委

授予“河南省陶瓷艺术突出贡献奖”、中原陶瓷文化

杰出青年、中原陶瓷文化产业十大影响力人物。

葵
花
洗-

智
慧
树

人物

乡村非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