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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厚重的窑门缓缓打开，在耀眼火光中，事先
放置在一个个隔层上的各种类型且已经上釉的瓷器
坯体开始经受烈火的烧制。近日，在北宋官窑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东霞的官窑基地，王东
霞一边演示着窑内烧制的过程，一边向记者介绍烧制
的工艺演变。

精准关怀“一人一档”
传递社区民生温度

本报讯（记者 唐善普 通讯员 郭婧怡）“陈大
爷，您看这盒上的早、中、晚分隔层，每次服药前记
得核对标签啊。”3月4日10时许，中原区三官庙社
区网格员小王蹲在 73岁的陈大爷家茶几前，仔细
检查分装好的药品，并将帮陈大爷代买的降压药
放进药箱。陈大爷作为去年12月出院的康复患者
且子女在外地的老人，被纳入社区的重点关怀名
单中。社区网格员通过每月不少于两次上门探
视，及时掌握其康复情况并提供其他生活帮助。

在摆放着社区赠送的绿植的客厅里，陈大爷
向工作人员展示了自己的书画习作。“现在能自己
去超市买菜，遇到邻居也能聊上几句了。”他的老
伴指着冰箱上张贴的社区服务电话纸条说道，“真
的太感谢你们的关心了。”

这张写着网格长联系方式的纸条，正是社区
“一人一档”服务体系的重要见证——自2022年建
立特殊群体档案台账以来，社区已累计为 32人提
供精准帮扶。

翻阅着档案里记录的 32 人两年多来的变
化，三官庙社区刘书记告诉记者：“除了关心基本
生活保障情况，我们更注重帮助他们的社会功能
重建。今年计划增设寒暑假‘爱心日托班’，组
织志愿者辅导特殊家庭子女的功课；动员辖区
企业向街道慈善基金捐款，专项用于困难群体
应急救助。”

临别时，网格员小王又检查了门窗以及厨房
燃气阀门的安全。这样的场景，每月都会在 32户
特殊家庭里重现多次。“你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亲。”陈大爷送别时的这句话，无疑是对社区工作
人员践行“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最生动注解。

创新服务方式
让群众在家可完成养老资格认证

本报讯（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赵薇 徐少杰）
每年春节前后，中牟县刁家乡年满 60周岁群众养
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就呈现高峰期，每天都有很
多老年人在乡便民服务中心排队等待。为方便群
众办事，便民服务中心在工作中逐步探索出了养
老认证新路子。

“您对着手机屏幕眨眨眼睛……好了，认证成
功。”今年以来，窗口工作人员对待排队群众都会
仔细核对身份信息，耐心细致地帮助其完成认证
操作，并为他们讲解养老政策，解答他们提出的相
关问题。认证结束后，工作人员还会发放一张印
制有认证二维码和详细操作步骤的纸张，让群众
拿回家方便以后进行认证，尽量让群众足不出户
完成养老资格认证。

“我年纪大了，以后能在家认证不用跑乡里真
是太贴心了！”一位现场认证的老人说。

登封:
监督+监管
提升校园营养餐管理水平

本报讯（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武梦璐）近期，
登封纪委监委联合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组建4个
营养餐“回头看”专项督查组，以中小学校食堂、配
餐公司、食材供应商、学生家长等为重点，采取“纪
检监察+职能部门”联合监督方式，分片区开展专
项督导和走访调研。

针对监督检查和电话随访中发现的问题，
督查组形成问题清单台账，及时反馈给职能部
门，责令限期整改到位。对经过整改后再次出
现的问题，及时约谈相关负责人，并进行通报批
评。截至目前，督查组共监督发现、推动解决问
题 37个。

下一步，登封市纪委监委将持续加大营养餐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监督惩治力度，以常敲“警
钟”督促职能部门常紧“阀门”，进一步完善常态
长效监管机制，让校园营养餐真正成为放心餐、良
心餐。

在东霞官窑非遗传承基
地，年轻的工匠们正跟随老一
辈传承人学习制瓷技艺。选
料、配料、上釉、烧制……每
一道工序都凝聚着匠人们的
智慧与心血。王东霞表示：

“东霞官窑的技艺不仅仅是
手 艺 ，更 是 一 种 文 化 传 承 。
我 们 不 仅 要 保 护 好 这 门 技
艺，还要让它与时俱进，焕发
新的生命力。”

她介绍，北
宋官窑 是 宋 代
五大名窑之一，
是 宋 徽 宗 创 立
的皇家御窑，是
五大名窑中的一
个瓷种。北宋官
窑 瓷 器 以 温 润 如
玉、开片自然流畅、
釉色天成、紫口铁足
的艺术特征而著称。

说到如何与官窑结缘，王
东霞娓娓道来。王东霞出生在
新疆马兰，从小父母就告诫她
爱国是基础，如何报效祖国才
是一辈子要做的事情。老一辈
的思想让她扎下了报国的根，
对她的成长影响很大。她自己
也比较喜欢美术创作。20世纪
90年代初，王东霞开始拜师学
习北宋官窑烧制技艺。“我接触
到这门技艺以后，首先是喜欢、

热爱，后来就变成了使命和责
任。”深入学习后她了解到，这
种烧制技艺非常稀少，而且有
濒临消失的危险，于是 1998年
她毅然辞去正式工作，专心做
起北宋官窑的保护传承工作。

王东霞继承了北宋官窑传
统烧制技艺，坚持从胎到釉，采
用天然矿石选料，翡翠玛瑙入
釉，执着地走在传承与创作的
路上。

北宋官窑的烧制技艺非常
难掌握，还需要租赁场地、组
建团队、购置设备，购买天然
矿石、翡翠玛瑙等原材料，资
金投入比较大。烧制过程中
会受到天气、温度、湿度、水、
大、气压、四季的变化等自然
因素的影响，所以烧制难度
大成品率低，烧坏的作品堆
成了山。面对重重困难，王
东霞始终牢记保护传承的责
任和使命，没有放弃。不管
有没有盈利，她都千方百计
准备资金购买原材料，带领
团队，坚持烧制。她带领学
生们团结拼搏，排除万难，开
拓 创 新 。 每 次 开 窑 都 是 希
望，但每次开窑都不尽如人

意。当把上一窑的问题解决
了，下一窑新的问题又来了，
只能从头再来。就这样反反
复复，一窑一窑地烧，一窑一
窑地扔。冬天的窑口很冷，夏
天又很热，非常艰苦。资金最
困难的时候，她用完了积蓄，
开始借钱，借不到钱就卖车，
车卖过了就卖房。在所有人
都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她一直
坚持着、坚持着……终于在历
经 217 窑后，她在配方和烧制
技艺上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
经验，烧制技艺逐渐成熟起
来，在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双丰收时，还让北宋官
窑非遗文化事业迎来了更大
的发展空间。

牢记传承使命 积极开展公益活动

2016年至今，王东霞多次免费组织针对
下岗女职工的传统工艺培训，帮助下岗女职
工学习工艺技能重塑信心，鼓励她们再就
业；2015年，王东霞在“嫣然天使之旅·河南
行”活动中捐赠作品并成功义拍，所得善款6
万元全部用于唇腭裂儿童的救助工作；2017
年至2019年开展“非遗进校园 传承在行动”
公益活动，先后走进郑州七中、郑州九中、郑
州十九中等学校举办北宋官窑进校园活动；
2019年 4月走进河南经贸学院并举办主题
讲座；2019年6月，“非遗进校园——当代北
宋官窑特展”在同济大学开幕，历时20天，接
待人数上万人次，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
播文化自信贡献了力量。2020年 8月在郑
州图书馆天中讲坛云直播，作主题为“北宋
官窑的文化背景及艺术追求”公益讲座，在
线人数20万创下讲座新高。

北宋官窑是中国五大名窑之一，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20多年来，王东霞一
直致力北宋官窑的文化传承和推广，并决心
使之发扬光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世界
了解中国优秀的宋瓷文化。

为了让东霞官窑的技艺更好地融入现代
生活，她不断创新，将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相结
合，推出了系列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作品。

无论付出多少，能以这样的方式报效祖
国，她感到非常幸福。她说不忘初心，不负
使命，坚持文化传承，是每一位非遗传承人，
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所在。
记者 鲁慧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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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口铁足 北宋官窑瓷器以温润如玉著称

热爱执着 走在传承与创作的路上

面对重重困难 她始终没有放弃

官窑成品

王东霞在手工拉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