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4日上午，由县科协主办、清凉寺汝瓷协会承办、大营镇政府协办的

“宝丰县汝瓷产业技术发展科技沙龙”活动如期举行。清凉寺汝瓷协会20多

家汝瓷传承人，围绕汝瓷产业发展方向、生产技术经验心得、存在问题等做了

分享和交流。

清凉寺汝瓷协会会长、本次沙龙的主讲人王君子就“如何降低季节对烧

瓷温度的影响”、“烧瓷设备的更新”、“如何克服本土原料对烧瓷的影响”等方

面做了深度交流。沙龙现场，汝瓷传承人积极发言，并对“容易出现钙化”、

“瓷器口底容易发黑”、“瓷器口不光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交流。

“举办科技沙龙，是县科协建载体、搭平台、促进学会学术交流的一次积

极有益尝试。下一步，县科协将进一步发挥科技工作者主体作用，促进县域

内学术交流和繁荣。”县科协负责人表示。 （步勇）

我县汝瓷产业技术发展科技沙龙举行

“你好，我是城市管理局12345民呼必应

联络员，有群众反映山河路小学旁边有流动

小吃摊，造成地面脏，堵车。”日前，县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大队二中队接到通知后，迅速到

现场核实情况。经了解，由于进入山河路小

学要通过一段很长的小巷，只能容纳一辆轿

车通行的小巷，因为流动摊点的不断增加，

严重阻碍了学校上下学的通行。针对此种

情况，该局当即安排执法人员对这里展开专

项整治，效果明显。

“现在学校门口没有乱摆的摊点了，路

好走多了，秩序也好多了！”一位在山河路小

学门口接孩子放学的家长称赞道。

5 月份以来，该局共受理群众涉及广场

舞噪音、校园周边市容环境秩序、建筑噪音、

私建彩钢瓦房等各类投诉120多起，目前已

办结120起，群众满意率达100%；3起正在办

理中。

下一步，县城市管理局将继续加大城区

内校园周边市容环境秩序监管力度，切实为

广大师生营造整洁、有序、舒适、平安的学习

环境！ （赵晓丹 李亚伟）

架起心与心沟通的桥梁

县城市管理局12345为群众解忧

近日，大黄村文化广场人流攒动，熙熙攘攘，

广场一角的儿童乐园，孩子们嬉戏玩耍，热闹不

休。到了晚上7点40分，广场中心的百姓大舞台

响起了动感十足的音乐，围观村民越来越多。

村民范佳玲独唱的《探清水河》《你笑起来真

好看》拉开了大黄村“百姓大舞台”活动帷幕。接

下来，戏歌《说唱脸谱》、小品《回家探亲》、舞台剧

《猪八戒背媳妇》以及提线木偶表演、广场舞、魔术

等一个个精彩纷呈的节目，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舞台上，市级非遗传承人娄艳俊夫妇正在表

演提线木偶《省亲》。你看，丈夫缓缓推着独轮车，

上面坐着妻子，夫妻俩边走边说，妻子还不时用右

手扇扇子。大概是夫妻俩说话分了心，独轮车掉到

路旁沟内，丈夫使劲向后倒车倒不出来，向上推也

推不出去。观众在台下大喊“使劲，使劲”，丈夫猛

一使劲，推上了坡，也累倒了，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娄艳俊说：“这偶人和道具都是俺夫妻俩近两

年来制作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新的偶

人制成后，需要不断演练才能拿出来表演。有时

候练得俩胳膊酸痛，但是观众们喜欢看，俺心里就

高兴。”

演出持续到晚上9点，大家意犹未尽，在台下

唱起戏来。“那时候的大黄村是出了名的落后村，

人心涣散。”村民黄勇说。两委班子统一认识后，

抓党建、保民生、促发展，建设党员群众综合服务

中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留守儿童爱心家园、爱

心救助超市，建成 370 套别墅新居，村民陆续入

住，以土地流转、解放农村劳动力为切入口，把传

统魔术演艺与中国制造和商品销售相融合，促进

魔术文化产业链转型发展。创造了“3个中国之

最”——最大农村图书批发市场、最大农村小商品

批发市场、最大魔术文化产业园。村民李丽萍说：

“我做图书批发8年了，最好的时候一天销售额有

六七万元。”

生活富裕后，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村民

的新追求。这些年来，乡村生活越来越好，农闲多

了、腰包鼓了，村民们就能腾出手来，拉乐器、唱小

调、办剧团、开民宿……文化活动更多了，在文化

发展的实践中，乡亲们希望这样的“夜生活”更多。

“下一步，要让大黄村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同步发展，通过多种手段让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更加丰富，实实在在地把村民的精神需求融入到

生产生活中去。”大黄村党支部书记马豹子三言两

语道出了他的新打算。 （来源：光明日报）

走进全国文明村 看大黄文化“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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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征集和抢救1948年中原大学在宝丰

建校时的相关资料，把宝丰的红色文化资源利

用好，助力建设“四强县”，迈入全国“一百

强”。日前，县政协党组成员、重点项目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申怀彬带领县委党史研究室的

相关人员，专程来到江西省南昌市，拜访1948

年中原大学在宝丰的学员金玉铎老人。

金玉铎1925年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宜阳

县。1948年，中原大学招生，他和6位同事徒步

一百多公里前往报名，均被录取，开启了他一

生的革命生涯。当时，中原大学在宝丰县办

学，校长是范文澜。毕业后他直接参军，参加

过淮海战役，后又考入牡丹江航校，1958年复

员到江西氨厂工作。

敲开金玉铎老人的家门，老人的儿子和儿

媳热情的让大家进屋。听到声音后的金玉铎

老人匆忙从卧室走出来，嘴里念叨着“老家来

人了，老家来人了！”笑得合不拢嘴。谈起在宝

丰学习的时光，金玉铎老人动情地说：“宝丰是

我参加革命的第一步，没有在那里的经历，就

没有我的今天。”谈话中，金玉铎老人边回忆边

讲述了当时在宝丰的情景。

申怀彬向金玉铎老人介绍了我县的基本

县情和红色资源的发掘整理情况。同时，向

老人赠送了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

产党宝丰县历史大事记》。金正铎老人也把

自己获得的军功章、纪念章、航空学院毕业证

等珍贵物品捐赠给我县。（李洪昌 胡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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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笔者从河南省工艺美术协会获悉，第七届河南省工

艺美术大师评审名单出炉，来自河南工艺美术行业各界的153人

入选。其中平顶山市入选26人，我县王君子、李志强、侯全力、王

浩、王占稳、曹二虎、赵大彬、海燕、王艳章、张亚格10人入选。

此前，第六届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评选距今已历10年。本次

评选由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指导、河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组

织，历经7个多月的评审与10天公示，新晋153名河南省工艺美术

大师覆盖全省18个市，近40个品种。并于5月10日至20日，在我

县举办了河南省第七届工艺美术评审现场会和河南省工艺美术作

品展，展示的门类有工艺雕塑、艺术陶瓷、刺绣、漆艺、金属工艺和

首饰、剪刻绘印等八大艺术门类的千余件作品，为广大工艺美术工

作者提供了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平台。

我县对此次评选高度重视，前期对全县汝窑陶瓷艺人进行个

人成绩量化考核，多次召开座谈会，并通过考核和层层选拔，积极

推荐全县工艺美术工作者积极参加河南省第七届工艺美术大师的

评选。 （李赛楠）

第七届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揭晓
我县10人入选

6月3日早上6点，县演艺中心广场上，一支舞蹈队正在认真练习——伴随着轻快的音

乐，舞蹈老师耐心地讲解着动作，一遍又一遍地做着示范，队员们全身投入、情绪高涨……

优美的舞姿吸引了不少群众前来观看。这是县文化馆组织开展的公益培训进社区活动现场。

为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全县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今年以来，县文广旅局创新文

化活动开展方式，积极开展“流动公益课堂进基层”公益培训活动。根据基层“点单”，大力

开展进社区、进乡村、进局委、进校园、进分馆等“点单式”流动培训活动，将优质公共文化服

务延伸到基层，为基层文化工作注入了活力。 赵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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