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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伟涛 詹长松

突围之困，路径之争，文化挖掘不

深，市场营销乏力，我市绞胎瓷产业复

兴在一番激烈的讨论和争辩之后，发展

之路似乎一时找不到了方向。

我市绞胎瓷产业的真正瓶颈是什

么？ 其发展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记者通

过深入采访，梳理提炼，为寻求解决这

些问题做出尝试。

专家学者如是说———

文化挖掘尚存致命“硬伤”

当阳峪窑遗址是国家文物保护单

位，绞胎瓷制作技艺为河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千年窑火有窑神碑为证，该窑

传世产品以剔花瓷与绞胎瓷名闻中外，

国内各大博物馆及英、日等国博物馆均

有收藏，并得众多陶瓷专家盛赞……如

此多的可查之据与“殊荣”，绞胎瓷这一

文化资源，为何没有做成一流的产业和

一流的品牌？

“当阳峪陶瓷文化挖掘，有一个致

命的‘硬伤’。 ”经过辗转联系，记者采访

到了市政协原文史委员会副主任荆文

鹏 。 他说 ，

2003

年

10

月至

2004

年

5

月，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对当阳峪窑址进

行了首次考古发掘，但时至今日，都没

撰写、公布发掘报告。

“没有考古发掘，产生不了发掘报

告；同样，没有发掘报告，考古发掘成果

也得不到社会的认可。 ”专门从事当阳

峪古瓷研究的张义国说 ，

考古发掘与考古发掘报告

是一项科研流程中的前后

两个阶段， 发掘是为了搞

清古代遗址或者遗迹的内

涵和关系； 发掘报告是为

了把搞清楚的遗址或者遗

迹内涵用文字、 图表和其

他化验报告的形式表述出

版，向社会公布。

张义国告诉记者 ，他

已收藏并掌握 了 充 分 证

据，以证明把当阳峪窑归为古磁州窑系

的说法是不够科学严谨的。 道理很简

单，磁州窑同期生产的瓷器，无论是器

形、制作手法、还是施釉的色彩种类，其

精细程度都无法与当阳峪出土的同期

瓷器相比。

记者在查阅相关资料时也发现，有

关当阳峪陶瓷的有关研究成果，主要来

自于三次研讨会：

2004

年

5

月

22

日的

当阳峪陶瓷第一次大规模发掘成果展

览及研讨会，

2006

年

11

月

13

日至

15

日由市政协邀请专家召开的当阳峪陶

瓷学术研讨会，

2010

年

5

月

19

日在北

京首都中央民族大学举行的当阳峪陶

瓷艺术研讨会。

对此，长期在京居住的荆文鹏告诉

记者，陶瓷泰斗、清华大学教授叶喆民

先生每次见到他，都会提起如何发扬光

大当阳峪陶瓷这一话题。 叶老建议，我

市可申请对当阳峪遗址进行再次发掘，

尽快形成发掘报告、 图书等研究成果，

并举办国际性的研讨会，向社会发布。

从业者如是说———

产业发展还需系统规划

“要想让绞胎瓷产业做大做强，必

须走出国门。 ”元昊绞胎瓷艺术有限公

司董事长许小平认为，绞胎瓷产业基础

市场的繁荣，是整个产业发展壮大的前

提。大家要有开放、包容的心态，抱团闯

市场。毕竟一企之力、一人之力很有限，

只有团结、唯有团结，才是绞胎瓷产业

发展的正途。

“术业有专工，绞胎瓷产业的发展

必须通过系统规划，引导资源整合。 ”市

国礼绞胎瓷坊总经理王水林认为 ，目

前，我市绞胎瓷企业是“麻雀虽小，五脏

俱全”，这很不利于整个行业发展，应从

设计研发、生产加工、订单销售等各个

环节， 系统规划绞胎瓷产业的整个链

条。

“绞胎瓷表里如一，是君子诚信的

典范；多色融合，象征着凝

聚和团结；一胎一面，是天

人合一的造化之作。 ”市金

谷轩绞胎艺术有限公司总

经理柴战柱认为， 只有深

入挖掘绞胎瓷文化内涵 ，

用文化创出大品牌， 才能

带动产业的大发展。

“行业之间有交流、有

分工、 有重点地进行市场

细分和开发这没错， 百花

齐放不是百花一样。 ”研究

绞胎瓷现代表现技法的申邦武说，唐三

彩、 钧瓷等瓷种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都

出现过相互模仿的情况，后来经过不断

整合才步入健康发展轨道。我市能否未

雨绸缪，通过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保护

知识产权等办法，避免高投入的技术创

新被廉价的仿制品伤害，营造一个促进

产业健康发展的大环境。

“没有完整的市场营销，没有整体

的市场品牌规划，完全就像摆摊卖菜。 ”

福盛坊绞胎瓷有限公司总经理司福源

说，对市场缺乏研究和缺少长远的市场

规划，是绞胎瓷久久未能打开市场的主

因，也成为了绞胎瓷文化发扬光大的制

约。

文产办如是说———

建设创业园拉动大发展

市文化产业办公室主任王建东说，

随着绞胎瓷工艺在我市的恢复和发展，

许多问题也逐渐显现，严重制约了该产

业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首先是研发进

程缓慢，其次是市场开发不足，第三是

生产规模偏小， 第四是政策支持不够。

通过建立绞胎瓷文化产业创意园这一

载体，以上这些问题将可以得到有效解

决。

记者了解到，市文化产业办公室已

经形成了《关于建立焦作市绞胎瓷文化

产业创意园项目的报告》， 报告对我市

绞胎瓷产业创意园给出了一个远景规

划：园区计划占地

500~1000

亩，容纳绞

胎瓷企业

20

家，绞胎瓷研发基地

1

个，

绞胎瓷博物馆

1

个 ， 吸纳就业人员

5000~1

万人， 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值

2.5

亿元。

王建东说，其实这些年来，我市对

绞胎瓷产业的发展也做了不少工作：加

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各种博览会推介

绞胎瓷产品；实施龙头带动战略，重点

扶持几家绞胎瓷企业； 与名家开展合

作，通过名家的支持加大对绞胎瓷的创

新等。

针对下一步绞胎瓷产业发展，王建

东说，要继续加大宣传推介力度，从市

级媒体逐步扩大到省级、国家级，从传

统媒介扩大到网络等新兴媒体；对绞胎

瓷生产企业， 要不断加大研发力度，进

一步提高产品标准， 在精细上下工夫，

努力做到精益求精；加快推进绞胎瓷创

业园建设，主动协调各方工作，真正做

大做强绞胎瓷产业；加大绞胎瓷开发力

度，提升我市旅游文化内涵，增强我市

对外知名度，培育我市经济增长点。

行业传真

多氟多

锂电项目列入 863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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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国利 通讯员滕庆磊） 近

日，国家科技部下发《关于

863

计划现代交通技

术领域锂离子电池全产业链产品应用开发主题

项目立项的通知》，由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主持开发的“锂离子电池全产业链电解质开发”

课题列入国家

863

计划。

锂电池电解质即六氟磷酸锂， 主要用于电

解液。长期以来，六氟磷酸锂技术被少数发达国

家所垄断， 制约了我国锂离子电池的发展。 从

2006

年开始，多氟多公司依靠自主创新，开发

出晶体六氟磷酸锂生产技术。目前，多氟多公司

200

吨六氟磷酸锂项目产能已经完全释放，销

往国内外各大电池生产厂家，受到一致好评。

六氟磷酸锂技术的开发成功， 打破了国外

技术垄断，有效保障了我国锂电产业健康发展，

为电动汽车产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市四人获

“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

本报讯 （记者李秋） 近日，我省公布了第

六届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名单，我市李全福、靳

丽萍等

4

人被省政府授予 “河南省工艺美术大

师”荣誉称号。

据了解， 本届评选活动由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承办，自去年

5

月份至今历时一年。评选范围

涉及工艺雕塑、刺绣染织、艺术陶瓷、其他工艺

美术等共

11

大类。申报者基本为从事传统工艺

美术专业创作

10

年以上、有丰富创作经验和较

高艺术修养、技艺精湛、在省内外享有盛誉、对

传统工艺美术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专业人员。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经过认真筛选， 积极推

荐，最终我市

4

人成功入选，这不仅提升了我市

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形象， 扩大了知名度和影

响力，而且将通过典型示范效应，促进我市传统

工艺美术行业加快发展。据悉，这样的评选活动

将每两年举办一次。

冯营公司

多措并举治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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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许伟涛 通讯员王代华） 作

为高瓦斯矿井，如何确保企业安全发展？ “强化

多措并举治瓦斯，筑牢瓦斯‘防火墙’，这是冯营

公司一以贯之的做法。 ”昨日，河南煤化焦煤集

团冯营公司总经理赵社会如是说。

为牢固树立“瓦斯不治，矿无宁日”、“瓦斯

事故是可防可控的” 等先进理念， 冯营公司把

“不消突不进煤层” 作为瓦斯区域治理的目标，

并把“抽采不达标不安排采掘”作为生产组织的

前提， 坚持管理与技术并重， 持续开展科技创

新，对瓦斯抽放系统进行优化改造。 同时，冯营

公司不断优化抽放钻场、钻孔设计方案，完善深

孔打钻技术和封孔工艺， 合理确定抽放巷的层

位、断面、工艺，保证瓦斯治理效果。

抓现场管理， 是冯营公司强化治瓦斯的又

一重要举措。 按照规定， 井下瓦斯浓度达到

0.6%

的，必须立即停止采掘工作。 为此，冯营公

司规定，一旦瓦斯传感器报警，须先汇报值班公

司领导和井下带班领导，在恢复通风前，必须首

先检查瓦斯，如果局部通风机停风，无论时间长

短，一律按照制度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

此外，冯营公司还通过改变考核导向、员工

培训的方式， 使工资分配向瓦斯治理岗位工种

倾斜；积极推行瓦斯治理市场结算模式，坚持实

行“一面一策”钻孔浓度考核管理办法，让抽采

浓度结算与单孔浓度挂钩， 提高员工的工作积

极性。 同时，冯营公司按照“干所学的、学所干

的”要求，通过安全技能培训实现队伍转型，为

完成瓦斯区域治理目标培养高素质的员工队

伍，切实夯实安全发展根基。

科霖达

“体验式”营销抢商机

本报记者 杜 笠

6

月

1

日

8

时， 焦作市科霖达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5

个移动的饮品展销专柜同时亮相我市

各大公园门口，这引来众多市民驻足询问。

“怀菊花和罗汉果是科霖达公司产品的主

要原料，饮料用水经过

5

道处理工序，原料采用

价格为蔗糖

6

倍的木糖醇，灌装瓶选用耐高温、

无毒害的聚乙烯瓶。 ”听着销售人员的介绍，许

多市民带着孩子纷纷围了过来。 一系列工序下

来， 让菊珍饮品有了高标准的质量保障， 也把

“养生”落实到每一道工序。

除了产品质量过硬外， 科霖达公司独特的

“体验式”营销模式也为菊珍打开市场起到了关

键作用。

何谓“体验式”营销？“就是通过消费者尝试

饮用菊珍饮品，让消费者真心接受菊珍饮品。 ”

科霖达

VIP

客户经理王芳告诉记者，每次“体

验式”营销活动，数量不是目标，目的是为了让

市民了解怀菊饮品，了解科霖达。

“正是公司采取的‘体验式’营销模式，才使

刚刚上市仅一年多的菊珍饮品迅速成为老百姓

消费的‘宠儿’。”王芳说，每逢节假日，科霖达公

司都要到公园、 广场等大型活动场所进行产品

推广， 平时也会在社区等人流密集的地方进行

产品导购。

醉心绞胎“瓷痴人”

———申邦武和绞胎瓷的六年传奇情缘

本报记者 詹长松 许伟涛

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

无法忘却你容颜。申邦武和绞胎瓷的结

缘，可谓是传奇式的一见钟情。

2006

年的一天， 申邦武应朋友之

邀到修武县西村乡的当阳峪村游玩。当

他第一眼看到这表里如一、内外通透的

神奇瓷片，就被其深深吸引。 从此，他

6

年如一日地醉心于绞胎瓷的研发和制

作，成了家人和朋友眼中的“瓷痴”。

在申邦武的一个笔记本上，记者看

到这样几句话时，才依稀理解是怎样的

魔力，令他放弃了其他所有事业，专注

于绞胎瓷的研发和制作，改变了自己的

人生轨迹：“其状如云雾， 自然天成；其

意如君子，合而不同。 ”

申邦武从小热爱音乐、 擅长绘画，

可谓多才多艺。 大学毕业后，他在我市

某国企从事企业管理工作。这家企业破

产之后， 申邦武也曾有过短暂的彷徨。

彷徨之后， 他发挥自己的业务特长，新

又创业，并曾一度风生水起。

万般皆有理，隔行如隔山。 对时年

已四十多岁的申邦武来说，绞胎瓷和老

本行化工行业完全不沾边， 是绝对的

“跨行作业”，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毕

竟，在接触绞胎瓷之前，申邦武没有丝

毫的陶瓷基础。

咋办？申邦武就从最基础的陶瓷理

论、陶瓷工艺学起，除了向业内人士请

教，又先后到景德镇、淄博、德化等地的

陶瓷企业参观学习。 同时，他还购进了

练泥机、拉坯机、搅拌机、电窑等设备，

在家里组建自己的绞胎瓷“试验基地”。

指着小小工作室里的宝贝，申邦武

自豪地说：“虽说这些都是常规生产陶

瓷的工具，我却给它开发出了许多独特

的使用功能。 ”

事非经过不知难。要用不同颜色的

胎泥作笔墨，以美术手法增加绞胎瓷的

艺术表现力，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原料配

比。 泥料的白度、收缩率及可塑性等各

项指标都会导致不同的试验结果。

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试验

了多少次，又失败了多少次，申邦武根本就

记不清了， 能见证的只是他那几本厚厚的

试验笔记和各种标号的试验产品。

在研发绞胎瓷的路上， 煎熬与快

乐、纠结与收获与申邦武一路相伴。 一

体成型、精准定位、色彩渐变……每一

个技术难题的攻克，对他来说，都是“痛

并快乐着”。

“

4

年前 ，解决一体成型这一难题

时，我被困在那里，百思不得其解。 ”说

起当时的困顿，申邦武还唏嘘不已。 每

次试验，对他的经济、精力、设备等都是

一次综合考验。

“想到一种办法，就赶紧去试验，有

些试验设备需要自己加工，有些需要重

新购买，结果一实验，失败了，所有的工

作和投入都白搭了。 ”申邦武说。

曾一度，妻子觉得他真的“痴”了。

问题没有解决，不是没有解决的办

法，而是你还没有找到。这句话，一直是

支持申邦武最终解决各类技术难题的

信念基石。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历了几个月

反复试验后，煎熬中的申邦武一举突破

了绞胎瓷一体成型的瓶颈之后，又向着

下一个技术难题进发。

在研究色彩渐变技术时，由于长时

间、超负荷工作，申邦武的腰椎出现了

严重问题，稍一动就疼得冷汗直淌。

卧床忍痛难入眠， 心犹牵挂泥半

干。 彼时心中的矛盾与纠结，从申邦武

当时趴在床上，忍痛写就一首小诗可见

一斑：“开工两日画未完，腰椎已报不胜

烦。体如万钧交互过，两夜未曾闭眼眠。

晴空万里心不晴，不知几日能伏案。 画

中尚缺千尺帆，等我挂起跃前川。 ”

事成于为，业达于恒。 深谙企业管

理的申邦武，在研发绞胎瓷期间，有不

少企业家想聘他为高管，且报酬颇丰。

“

6

年了，动过放弃的念头吗？ ”记

者问。

“咋没想过。但很多事情都是‘一鼓

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真害怕一旦离

开，就再也回不来了！ ”申邦武语气坚

决。

绞胎瓷的研发和制作不仅需要个

人极高的综合素质，更需要充足资金的

支持。资金一度成为困扰申邦武研发的

难题，他曾经动过将一套住宅出售来维

持继续研发的念头。

“我玩绞胎瓷由兴趣始，后逐步痴

迷其中，最终化为要复兴绞胎瓷的责任

感。 ”申邦武说，

6

年来他投入的资金达

30

余万元，这已是他个人全部的积蓄。

走过风雨， 才知道迎来的将是丽

日；走过风雨，才知道困难只是生命中

的一段插曲。

6

年的潜心研究，申邦武

将绞胎瓷中一体成型、精准定位、色彩

渐变等技术难题一一突破，他制作的侍

女瓶、花鸟瓶，以绞胎瓷传统技艺实现

了绞胎瓷的具象艺术表现力。

“目前我实现的只是自身设定的目

标。”申邦武说，希望政府能够加大对绞

胎瓷产业的扶持力度， 制定大政策，创

造大环境，搭建大平台，营造大市场，打

造大品牌，加之我市绞胎瓷人的共同努

力，把这一产业迅速做大做强，再现昔

日的辉煌。

稿约： 本刊推出的 《月读人物》专

栏，旨在搭建一个平台，解析展示企业

掌舵人、管理精英、怀商翘楚、创业新秀

的创业历程、管理理念，并以此为众多

读者和业界人士提供借鉴。欢迎广大读

者大力支持，联系约访约稿。

联系电话：（

0391

）

8797311

或

8797319

，

QQ

：

2625323772

， 或登 录

http://blog.

sina.com.cn/jzrbcjgc

留 下 您 的 宝 贵 意

见。

核心提示 连日来，本报产经观察周刊“解读绞胎瓷产

业发展路系列报道”的刊发，引来众多业内人士和热心网友

的极大关注，并就绞胎瓷产业的发展，各抒己见，建言献策。

如今，我市的绞胎瓷产业，正如一粒浸润厚重文化的种子，

在经历近千年沉寂、十多年萌发之后，已如新芽破土，正待

阳春。

本期系列报道，意在搭建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对

话平台，即或各方论点仅为一家之言，也望能如一缕阳光、

一滴雨露，滋润这棵新芽，春生夏长，华英成秀。

对话绞胎瓷：新芽破土待阳春

———解读绞胎瓷产业发展路系列报道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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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邦武正在精心制作绞胎瓷。 本报记者 许伟涛 摄

月读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