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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通讯

在宝丰县，有一支不拿工资的义务应急救援队，全队60多名队员和80余名志

愿者每天24小时时刻迎接各类突发事件奔赴应急救援一线，他们的救援足迹遍布

县城内外乃至远赴安徽、山西、河北、甘肃等抢险现场。几年来先后出勤800余次，

涉及溺水搜救、地震抗灾、抗洪抢险等多个领域，他们就是宝丰县永安应急救援

队，一群新时代可歌可泣的无名英雄！

要了解这个队伍就要从他们的队长张冠旭说起。今年35岁的张冠旭是一名

退伍军人，中共党员，国网宝丰县供电公司职工。2006年，张冠旭满怀一腔热血到

山东某地当兵服役，在部队期间，他勤学苦练，积极参加部队开展的汽车驾驶技术

训练，熟练掌握了不同大小车型的车辆驾驶技能，成为一名“年轻的老司机”。退

伍后，他自学了改装车，还和战友们一起去野外翻山越岭，体验驾驶的快乐。他们

经常会去到人少路况差的地方，遇到出现危险的人和车是常有的事。每次，他和

朋友们都会伸出援手帮上一把。

2018年，在一次救险时，一个念头在张冠旭脑海里闪过：为啥不把朋友们组织起

来，成立一支专业救援队，及时帮助那些遇险的人们，实现自己退伍不褪色的军人情

怀呢？说干就干，他迅速召集自己的部分战友和身边玩越野的朋友商议，于2018年

6月5日由个人出资组建了10余人的宝丰公益救援车队。后来又与平顶山红十字人

道救援队进行了深度合作，双方融为一体正式注册为宝丰县永安应急救援队，人员

由10多人扩展到60余人，可调配车辆也增加到20多辆，同时也配备了冲锋舟、救援

绳索、搜救仪器等更多的搜救设备，张冠旭首当其冲成为永安救援队队长。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成立我们这个专门团队，就是为了可以更好更多地帮

助别人。每一次在险情面前帮助别人，都是在点燃一份希望。”张冠旭说。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哪里有需要，张冠旭就会和他的队员出现在哪里。六

年间，他们参与了大大小小、风雨中、夜幕中各种各样的义务救援，也成了当地

110、119、应急部门的得力帮手，充实了应急救援力量，诠释了一群“退伍不褪色”的

时代军人无悔情怀！

2018年8月18日至21日，他带领刚成立的救援队奔赴商丘市永城进行城市内

涝水域救援；2020年7月24日至28日带队至安徽省庐江进行城市内涝水域救援；

2021年7月20日至28日带队至郑州、新乡、卫辉进行城市内涝水域救援；2023年7

月30日至8月4日带队至河北省的邢台、宁晋、保定、涿州等地进行城市内涝水域

救援；2023年12月19日至23日带队至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进行地震救援以及震

后灾民安置工作……截至目前，他们出勤已达800多次，拖出被困车辆500余辆，救

援受灾群众3000余人。他获得了河南省红十字会授予的2022年度“三星爱心大

使”称号、被平顶山市防汛办评为2023年度抗洪抢险救援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

张冠旭说，在参与救援过程中，最让他感到痛心的是溺水儿童，这让他有了助

学的念头。在大营镇，张冠旭资助了一个无父无母、和生病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的困境儿童，张冠旭每月寄去500元生活费、资助其完成学业。截至目前，张冠旭

已和朋友资助了10余名困境学子。

在位于兴宝一路西段的宝丰县永安应急救援队队部，储物间里有冲锋舟、发

电机、并电器等百余件专业救援装备。这些装备大多是张冠旭省吃俭用或家里资

助自费购买的，5年来，他已投入设备购置费用6万余元。

“雪夜救援显真情，助人为乐宝丰人”“社会救援，无私奉献”……救援队队部

里，挂着10余面锦旗。其中一面墙壁上，挂满了救援现场的照片。

“这些照片和锦旗，给了我坚持做公益的勇气和力量，我始终不会忘记，自己

是一名退役军人，为群众服务是我的光荣职责。我和我的战友们、队员们将本着

志愿服务、人道救援的初心，只要有需要，我们听从召唤，随时待命！”张冠旭道出

了他的大爱情怀。 （史军伟 董雨佳）

张冠旭：

换下戎装志不改
公益救援践初心

大营镇清凉寺村是北宋“汝官窑遗址”所在地。1960年9月，王君子出生于清

凉寺村，自幼就被汝瓷的精美所吸引，为了重现汝瓷“天青”之美，王君子30多年来

呕心沥血、攻关不止，练就了汝瓷烧制的“绝活”，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

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国家级工艺美术师（汝瓷烧制技艺）、宝丰县清凉寺汝瓷

协会会长、宝丰县清凉寺君子汝瓷研究所所长，对我县汝瓷烧造发展有着重要的

影响力。

在他的心里一直把汝瓷发展方向锚定在“守正”上，在做足汝官窑传统技艺发

掘基础上做“创新”。在他的坚守下，清凉寺汝瓷走上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守正创新，就是守住传统文化的基因和灵魂，庚续传统文化的根脉，传承前

辈的手工技艺，并保持前辈们的善良、朴实、勤劳和智慧。创造出时代需要的作品

和产品。对汝瓷来说，我的理解，就是坚守传统汝瓷制作的原产地材料，基本工艺

和器型，坚守汝瓷的天青釉色和独特的质感。”王君子说。

王君子的“守正”树起了清凉寺汝瓷的“本色”发展之路。因为爷爷和父亲喜

欢瓷器，王君子自小就接触到了真正的宋汝瓷碎片。那时候村民们经常在地下挖

出瓷器碎片，他们重视的是挖出的瓷器、瓷片，而细心的王君子不但搜集瓷器、瓷

片，连挖出的没有人在意的玛瑙石、木灰、牛骨也都搜集了起来，仔细地揣摩这些

东西和瓷片釉色的关系。1987年他开始对汝釉瓷原料试烧和研究，并成为了清凉

寺村第一个烧制汝瓷的人。经过几十年的潜心钻研和实验摸索，王君子不但把各

种汝瓷原料和天青釉试验成功，还把汝窑型中具有代表性的弦纹尊、三足洗、罗汉

碗、水仙盆、玉壶春瓶、盘口瓶等50多种传统器型做到精致传神，他烧制的汝瓷有

着自己独特的“遵古”技艺特点。

王君子认为，坚守汝瓷的地域性和原真性文化基因，创新出既有地域特色又

有时代特征的作品和产品，才是汝瓷守正创新的本意和发展方向。

王君子的“创新”引领了清凉寺汝瓷的“博采”发展之路。从2006年开始王君

子自费去外地交流学习，甚至远到日本等地，他还多次参加景德镇的陶瓷博览会、

广州博览会，不止一次到陶瓷产区龙泉等地求教。他认为只有博采众长，开阔眼

界，不自封自闭，才能更好地把汝瓷文化发扬光大。通过学习交流，在做好传统作

品的同时，他又开发出了现代人们所需的生活用品和文创作品等70多种器型。在

复原开发天青汝瓷的基础上，也掌握了月白、天蓝、粉青等釉色。

在技艺传承和交流上，王君子从不保守，不管是村上的还是外来请教的都乐意传

授。他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传统烧制技艺要想永续传承下去，产业要想做大，

必须有一大批人投入到汝瓷的研制和生产上来。他非常注重培养年轻人，先后收徒上

百人。省级传承人王学锋、王国奇，市级传承人王晓磊、王晓乐、宋召冰和县级传承人

王耀乐等都是他的徒弟。2019年他成立了河南省非物质文化示范传习所，为当地学校

传播汝瓷文化和同行进行切磋交流提供了平台，进一步推动了汝瓷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在他的努力下，“宋汝”传统烧制已成为当地汝瓷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

“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30多年来，王君子情系汝瓷烧制技艺研

究，为重现汝瓷天青之美而不懈探索与追求，虽历经上千次试验挫折失败而矢志

不渝，终使北宋汝官窑烧造技艺再现人间。他烧制的汝瓷器件受到了故宫博物院

研究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耿宝昌先生和古陶瓷专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汝窑聚珍》一书的主编叶喆民教授的肯定。

“我会用毕生的精力，坚守传承，不断精进，不断研究、不断创新，把我们优秀

的传统文化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王君子表示。 （史军伟 郭跃峰）

王君子：

一抹天青千古韵
守正创新汝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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