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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你看这个瓷盘的花纹，
就明白什么是绞胎瓷了。”3月11日，
记者走进新郑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
员王云友的工作室，他拿出一个带有
牡丹花纹的白色瓷盘告诉记者，绞胎
瓷的奥秘就藏在花纹。

王云友展示绞胎瓷“表里如一”的
牡丹花纹：“这盘子上的牡丹花，无论
是从盘内看，还是从盘外看，纹饰都是
一模一样。”王云友将盘子底部翻过来
说，其他瓷器的纹饰仅在表面，而绞胎
瓷的纹饰是“表里如一”的。

绞胎瓷起源于唐代，北宋时工艺
达到顶峰，它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颜
色不同的泥坯，按照预先设计的图案
像“编花”一样绞在一起，因“表里如
一”，人称“瓷中君子”。据王云友介
绍，古代的极品绞胎瓷“薄如纸、明如
镜、声如磬”。但这种价值极高的工
艺，在北宋“靖康之变”后消失匿迹。
当前，古代绞胎瓷名品，国内外仅存
60余件，可谓稀世珍品。

“祖先都能做成的事，我们为什么
不能做？”2011年，在新郑一家陶瓷厂工
作的王云友，在朋友那里接触到绞胎瓷
后，萌生出恢复绞胎瓷技艺的想法。

但绞胎瓷制作工艺复杂，烧制成本
高，有“十窑九不成”的说法。况且绞胎
瓷沉寂了近900年，制作工艺难以寻
觅。为了学习制瓷技艺，他多次到河北
磁县、江西景德镇等地遍访名师。

在制作绞胎瓷的揉泥阶段，王云友
已经“心中有花”。 为掌握绞胎瓷的制
作技艺，王云友尝试了数百次。“选料、
揉泥、编花、成型、修坯、打磨、上釉等几
十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需要不断试
错。”王云友说，恢复一种制作工艺，就
是从成百上千次失败中寻找一次“偶
然”。经潜心钻研和无数次试验，王云
友逐渐摸索出绞胎瓷各种纹饰的编织
技法。如今，他已经能熟练制作出仿古
纹、羽毛纹、菊花纹等30多种花纹。

“现在我主攻牡丹花纹。”王云
友的手机里存了很多张牡丹花图
片，都是他的临摹对象。“画画讲究
‘胸有成竹’，绞胎瓷制作之前就要

‘心中有花’。”
不同的编织技法，绞胎瓷所呈现

的纹饰大不相同。王云友说，绞胎瓷
制作技艺难就难在如何通过对线条
的控制，达到成品花纹的还原。每次
制作之前，王云友常常盯着牡丹花一
看就是几个小时，反复揣摩如何编织
泥坯，才能让“心中的花”逼真呈现在
绞胎瓷上。

“恢复绞胎瓷制作工艺只是第一
步，我想把祖先留下来的传统工艺发
掘出来，发扬光大。匠人就要发扬工
匠精神，传承传统技艺，留下传世作
品。”王云友说。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沐风 文/图

本报讯 雨霁风光，春分天气，千
花百卉争明媚。春分即将来临，一场精
彩热闹的舞狮舞龙汇演活动在观音寺
镇十里铺村火热上演。3月17日是十
里铺村一年一度的庙会，十里铺村的
村民们都纷纷赶往文化广场，这是乡
村新地标、农民新乐园。人气热起来，
狮龙闹起来，文化活起来。十里铺村
的舞狮舞龙承载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的使命，营造出新时代的乡村文化，描
绘出一幅幅生机勃勃的乡村春景图。

“我们特地举办这场舞狮舞龙汇
演活动迎接新春农事，推进传统文
化，丰富农村文化生活。这是一个很
好的继承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平台，
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途径。在
今年的牛年里，我们以党建为引领，
一定让十里铺村的乡村振兴牛起
来。”十里铺村党支部书记赵东民对
十里铺村的乡村振兴发展充满信心。

舞狮舞龙汇演在威风锣鼓中拉
开序幕，震天的锣鼓高亢激越，节奏
明快紧凑，敲出了十里铺村人民不断
进取的壮志豪情和奋勇争先的豪迈
气势。队员们踏着节拍，擎着竹竿，
时而横卧，时而竖立，时而斜举，不断
地展示扭、挥、仰、跳、摇等多种姿势，
舞动着飞龙蜿蜒、翻腾，体现了深厚
的舞龙文化和民间习俗。舞狮表演
作为压轴节目，最为惊险，锣鼓点响
起，领狮人身手敏捷，在塔内翻转攀
爬，逗引“雄狮”向两层楼高的“塔顶”
攀登。登塔后，“雄狮”洋洋得意，摆
出各种造型，每一个动作都让现场观
众捏一把汗。扭秧歌、踩高跷等各种
民俗表演精彩绝伦……村里举办乡
村文艺演出，村民们自然是当仁不让
的主角，尽管没有华丽的舞台和精致
的装扮，但依然让观看演出的村民看
得忘我、陶醉，观众的叫好声、热情的

掌声、欢快的笑声和演出的锣鼓音乐
声融为一体，飘荡在十里铺村的文化
大舞台上，展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十里铺村的冯彩云对“舞狮舞
龙”演出赞不绝口：“找到了小时候的
味道，嗅到了乡土气息，这种心情是
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很激动。希望朋
友们都能来我们这里。”游客赵鹏说：
“看表演，诱人的美食不可缺。糖葫
芦、捏糖人、烤面筋、羊肉串、炒凉粉、
烤红薯让人大快朵颐。希望十里铺
村也能一直红红火火。”

舞狮舞龙汇演活动留住乡愁、唤
醒记忆，就像一根纽带，将文化、文
明、经济发展等紧紧串联在一起，民
间绝技、民俗活动等传统文化重新焕
发生机活力，不仅改变着乡风民风，
在汇演吐芳的背后，更是十里铺乡村
振兴的脉动。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赵晓妹

观音寺镇“党建+”

狮舞龙腾颂盛世 乡村振兴促发展

本报讯 今春以来，新郑市城管
局园林中心本着“抓早、抓好”的要
求，抢抓当前春季绿化的黄金时机，
紧盯任务，强化举措，狠抓落实，迅速
掀起春季绿化工作热潮。

3月 10日，在郑新路上，工人们
正在进行红叶石楠的栽种工作。整
个绿化工地干劲热火朝天，绿化工程
建设如火如荼进行中。

为了抢抓有利时机，加快推进春
季绿化工作，新郑市城管局统筹安排，
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把春季园
林绿化作为一项阶段性的工作牢牢抓
在手里，盯紧盯牢园林绿化项目建设，
本着“增绿量、干精品、创一流”的工作
要求，按照郑州市下达的目标任务，高
标准推进绿化建设工程。

截至目前，郑新路(郑韩路至中兴

路段)绿化景观提升工程已全面铺开，
提升路段微地形整理基本完成，苗木
陆续进场，已栽植白皮松、桂花、乌桕
乔木455棵，绿化工程仍在全力推进。
其他路段行道树补植补栽已完成补栽
法桐126棵，红叶石楠球500棵，红叶
石楠、欧石竹等绿篱近4000平方米，春
季补植补栽黄土裸露治理有序开展。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卢浩 小虎

本报讯 新郑市公安
局治安大队围绕公安队
伍教育整顿“我为群众办
实事”活动，践行为民服
务的理念，发扬“三牛”精
神，到辖区高校进行防电
信网络诈骗宣传。

新郑市辖区高校陆
续开学，针对高校师生的
电信诈骗案件有所抬
头，犯罪分子诈骗手段
不断翻新，投资理财、网
络刷单、网络购物、交易
游戏账号等电信诈骗发
案尤为突出等问题，3月
15日，治安大队分头到
郑州城轨交通中等专业
学校、郑州工业应用技
术学院、郑州经贸学院，
召集在校部分教师、学
生召开恳谈会，宣传反

诈骗知识。同时听取师
生对反诈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深入了解在校大
学生被诈骗产生的根
源、防范的难点，进一步
优化公安机关反诈宣传
措施及手段。民警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诈骗
知识，发放宣传页和赠
送印有反诈骗宣传口号
的雨伞、手提袋、抽纸
盒、扑克牌等礼品，让师
生了解如何识别、防范
电信诈骗。

此次活动让高校师
生更加深入了解电信诈
骗，提高师生防范应对电
信网络诈骗的知识和能
力，从而更好地保护广大
师生财产安全。
记者 杨宜锦

本报讯 为充分体现
“以文彰旅，以旅促文”的
文旅融合发展成果，丰富
市民文化和旅游生活，推
进黄帝历史文化名城建
设，近日，新郑市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将正式线
上线下推出“春暖花正
开·快乐游郑韩”——
2021年“春游郑韩”文旅
系列活动。

系列活动包括九类：
一是成立旅游联盟。各
旅游景区结合“黄帝故
里、郑韩故城、红枣故乡”
三大文化元素的全域旅
游发展格局，宣传互惠、
客源互送、信息互通、品
牌共建的目标，把新郑建
成“特色鲜明、生态良好、
设施完善、服务一流”的
旅游名城。二是开展新
郑文旅摄影大赛暨郑韩
故城文化遗产摄影大
赛。充分发现新郑之美、
补充新郑文旅照片做全
市宣传推广使用，推动新
郑市历史文化遗产的宣
传，提升新郑旅游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三是举办
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
新郑日活动。时间为4月
中旬，以宣传丰富多彩的
旅游产品，吸引更多游客
走进新郑，助推黄帝文化
历史名城建设。四是举
办“5·18”国际博物馆日、
“5 · 19”中国旅游日活
动。根据博物馆日、中国
旅游日主题，开展多种形

式的宣传普及文化遗产
及旅游推广活动，更好地
为社会及其公众服务。
五是开展“云上故城”郑
韩故城720度欣赏。让大
家从高空俯瞰郑韩故城，
身临其境 720 度欣赏故
城。六是举办清明诵读
经典·致敬欧阳文忠公
活动。活动通过诵读欧
阳修经典名篇，传承中
华民族悠久灿烂的传统
文化，弘扬欧阳修爱国、
担当、廉洁精神。七是
开展“博物馆里的生僻
字”进校园活动。通过
送字进校园，拉近博物
馆与偏远学校的联系，
拉近学生与历史文化之
间的距离，让学生感受
中国汉字的韵味之美。
八是“穿古装·赏樱花”
春季研学游活动。体验
探古，赏樱，免费着汉服
体验郑国文化，同时推出
门票优惠活动。九是黄帝
千古情推出花痴节活动。
围绕“花”开展如花神巡
游、花痴快闪等插花、邮寄
春天等互动活动。

新郑市文广旅体局
开展的一系列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人民群众喜闻
乐见、踊跃参与的文旅活
动，让更多游客走进新
郑、了解新郑、乐在新郑，
为新郑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程倩

“瓷中君子”的重生

新郑手艺人“编”出绞胎瓷

新郑市城管局园林中心
抢抓时机掀起春季绿化热潮

新郑市公安局治安大队
集中组织进高校开展防范诈骗宣传活动

新郑市举办“春游郑韩”文旅系列活动

■新闻播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