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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瓷器，往往一坐就是几个
小时，在平常人看来枯燥又漫长，
但对于耿建华而言，这几个小时有
趣又短暂。“因为喜爱，专注下来，
就不会觉得时间长了，这些时间我
与器物是融为一体的，乐在其中。”

目前，耿建华带的徒弟来自全
国各地共 130余人，有刚刚毕业的
大学生，有附近的上班族，也有慕
名而来的从业者，还有的只是好
奇。口传心授之下，已经有徒弟出

师，独立开设工作室。
为了让更多人知晓这门技艺，

耿建华坚持参与各种宣传推广活
动，承担了很多公益性的体验、宣
传活动。在短视频平台上，他还注
册了一个账号，录制发布关于锔瓷
技艺的短视频，名字就叫“锔瓷大
玩家”。他说，希望更多的年轻人
能够对锔瓷感兴趣，愿意学习并传
承下去。
记者 鲁慧 文/图

中原区：
在全省率先实现“占道证”
市区联办掌上办

本报讯（记者 唐善普 通讯员 孟小静
李希闻）“以前办这个占道证，得专门跑到市
里去，现在好了，在区大厅就直接办了，真是
太方便了。”4月9日上午，在中原区政务服
务大厅工作人员的悉心辅导下，范女士通
过“郑好办”APP顺利申办了郑州市管道路
（农业路）“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许可”。

为贯彻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和“最
多跑一次”要求，全力推动便民利企“一件
事”改革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中原
区城市管理局联合中原区行政审批和政务
信息管理局，与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和郑州
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加强两级联
动，在全省率先推出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
许可”市、区联办服务新模式——企业和商
户就近在中原区政务大厅，可依托“郑好
办”APP轻松申办市管道路各类“占道证”，
有效避免群众因业务办理层级划分不清导
致的“重复跑趟”问题。

据中原区城市管理局行政审批科负责
人介绍，以前“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许可”业
务的受理权限在市区两级存在“两张皮”，
市管道路的受理、审批工作由市级部门负
责，区管道路由区级部门承担。由于群众
对道路管辖权的具体划分缺乏了解，往往
容易陷入“往返跑”：办理区级业务跑到了
市级大厅，办理市级业务误入了区级大厅，
办不成事只能来回奔波。这种状况不仅浪
费群众的时间和精力，也影响了政务服务
质效。现在，借助“郑好办”APP平台，申请
人只需指尖一点，就能在手机上轻松完成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许可”业务的申请。相
关数据信息在市区两级部门之间即时高
效、快速流转，市、区两级审批人员快速响
应，即可实施不见面审批，真正做到“让数
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荥阳市爱心义剪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项目启动
主要聚焦3类特殊群体

本报讯（记者 姚辉常）“剪刀有痕，大
爱无疆”。昨日（4月 9日），荥阳市爱心义
剪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启动，来自荥阳
各界的志愿者将以“剪刀为笔，志愿为墨”，
在城市文明的画卷上书写青春誓言。

该项目由荥阳市文明办、荥阳市委社
会工作部、荥阳市卫健委共同主办，拥有理
发专长的志愿者积极参与。

来自郑州商业技师学院的雍凯璐表
示，爱心义剪不仅仅是人与人的关爱帮扶，
而是生命与生命的温暖对话。

据了解，爱心义剪的服务对象主要聚
焦于三类群体，60岁以上的老人，环卫工
人、园林工人等户外工作者，以及残障人
士、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

在项目内容设置上，荥阳力求常态化
与多元化相结合，为居民提供更贴心、更便
捷的服务：一是在荥阳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每月第二周及第四周开展爱心义剪活动。
考虑到居民等待的时间，他们特别在报告厅设
置了观影区域，精心挑选各类具有教育性与娱
乐性的影片，让大家在等待剪发的过程中，不
仅能放松身心，还能有所收获。二是向服务
对象发放“爱心义剪”理发卡，持卡可就近在
参与该项目的爱心理发店享受免费剪发服
务，将这份温暖与便利延伸至城市的每一个
角落。三是根据社区和乡镇老人的实际需
求，将适时组织开展“爱心义剪”进社区、进
集会活动，为老年朋友提供就近就便服务。

荥阳市爱心义剪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
目启动后，志愿者用扎实的理发技术，满怀
热忱的服务之心，为100多位老人、环卫工
等爱心义剪。

他在“碎片”时光里坚守
锔瓷技艺让瓷器重生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
器活儿。”民间的这句俗语
说的就是锔瓷这门古老的
手艺，那“锔瓷”到底是什
么？记者带您走近非遗传
承人耿建华和他“修修补
补”的“锔瓷”人生，领略从
破碎到重生的艺术。

锔瓷、包口、镶嵌……耿
建华小时候跟着爸爸修补瓷
器，耳濡目染地学会了锔瓷
技艺。在他的手中，一件件
碎瓷器就在这叮叮当当的声
响中“破镜重圆”，他也用这
手艺赋予破碎瓷器新的生
命，让情感和记忆得到延续。

古老技艺让碎瓷器新生

耿建华说，“锔”的源头
和物证，是大河村遗址出土
的 仰 韶 时 期 的 白 衣 彩 陶
盆。这只彩陶盆上有两对
小小的钻孔，考古工作者推
测在陶盆出现裂缝后，大河
村先民在彩陶上钻出两对
小孔，再用绳子穿过小孔将
陶盆固定，这种技法就演变
成后来所说的“锔”。

清末民初，祖籍河南开
封的耿万顺在锔瓷技艺方面
颇有研究，用独特的锔瓷技
艺服务于民间，小有名气。
后来将这门独特的技艺传
授于儿子耿克俭，1966年
耿克俭又将技艺传授于侄儿
耿瑞超，年仅16岁的耿瑞超
靠锔瓷技艺、走街串巷为老
百姓修复陶瓷器来养家糊
口。耿瑞超之子耿建华1981
年出生，自幼随父学习锔瓷
技艺，于 1999年毕业于河南
省雕塑艺术学校，专修玉石雕
刻、金属錾刻、美术设计、珠宝
镶嵌等工艺。其间被国家高
级技师陈玉芳校长收为入室
弟子。毕业后，将这些工艺与
祖传的锔瓷技艺巧妙结合，让
传统锔瓷技艺得到了升华。

一双妙手把残缺变成美好

记者来访时，耿建华正在给一
个杯子做包口。工作台橘黄色的
灯光下，耿建华眼睛盯着手上杯
子，专注地在修补之处抛光打磨，
不一会儿，焕若新生。

在这间工作室，到处都陈列着
耿建华的锔瓷作品。有一排完整
的小陶壶，上面镶着梅花图案，灵
动雅致；飞着黄铜蝴蝶的红底瓷
钵、荷叶点缀的陶罐、纯银包口的
小碗都令人眼前一亮。

他说，锔瓷，就是用像订书钉
一样的金属钉子，将破碎的瓷器
修复好的一种技艺，修复一件破
碎的陶瓷器，首先将碎片对缝、
拼接、找碴，并用麻绳绑紧。接
下来定位点记，确定锔钉的数量
和位置。然后用金刚钻打孔，打
孔需要特别注意角度、深度，否
则会对陶瓷器造成新的损伤，需
要精准在毫厘之间。而每一颗
锔钉都是用民间绝活锻铜工艺
制作而成的，锔钉的制作和嵌入

直接决定器物锔补后的使用寿
命。最后，用蛋清调和瓷粉均匀
地涂抹填缝，并用开水冲泡，让
蛋清和瓷粉在缝隙里膨胀，防止
陶瓷器漏水。

“这是一件非常考验锔瓷匠
手艺的事情。”要在薄薄的瓷器
上仅凭手感去钻孔，这门手艺精
细复杂。耿建华常常在工作室
一待就是一整天。凭借一双妙
手把残缺变成美，他修复的瓷器
不计其数。

延续瓷器背后的情感和记忆

送过来的瓷器，有的是价值连
城，更多的是普通物件。“现在大家
生活条件好了，一件瓷器坏了拿来
修补，有的是因为价值比较高，更
多的还是久了有感情。”在耿建华
这里，破碎的瓷器每天从全国各地
寄来，他也在这些瓷器中感受到人

类流动的真挚情感，并无高低贵贱
之分，而他的手艺让这份记忆和情
感得到了延续。

“如今的锔瓷不仅仅是修补生
活用具，更多是成为一种艺术加
工，使残缺的器皿赋予新的生命意
义。”耿建华说。

用短视频让锔瓷文化触及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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