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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三年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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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供暖进入倒计时 供热单位全力忙备战

本报记者 詹长松

随着天气日渐转冷， 我市今冬

供暖工作已进入倒计时。 燃煤储存、

设备检查维护、 应急人员调度……

记者昨日从昊华宇航公司热电分厂

和市绿源热力有限公司获悉， 目前

两家单位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备

战，确保做好今冬供热准备工作。

据了解， 昊华宇航公司热电分

厂的供热范围主要分布在老城区东

部，供热总面积约

150

万平方米。 该

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为保证今冬

供暖所需， 该公司在资金紧张的情

况下，投入专项资金进行燃煤采购，

目前已储备供热燃煤

6

万余吨。 同

时，该公司积极做好供热管道、阀门

等设备检修工作， 先后对

2#

、

3#

机

组和

1#

、

2#

、

3#

锅炉进行了检修，确

保今冬正常供热。

9

月份以来，该公

司在对

90

余家热用户的管道 、仪

表、 设备逐一进行专项检查和维护

的基础上， 近期又对东线部分管道

的保温、管道支架、补偿器等进行了

检查和维护。 针对冬季供热中可能

出现的各种突发性问题， 该公司成

立了应急抢险队，安排专人值班，加

强热网巡线，制订应急预案，随时处

置各类突发事件。

市绿源热力有限公司是我市

目前供热面积最大的热力公司，主

要担负市普济路以东 、 山阳路以

西、货运铁路以南、丰收路以北范

围内居民和公共建筑的集中供热

任务。 据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确保今冬供暖工作正常开展，公

司按照既定工作计划和目标，积极

开展各项准备工作。

9

月底，小区管

网打压试水工作完成后，该公司重

点开展用户热表安装、换热站物资

储备、设备调试、备品备件的采购

等准备工作。

为打好今冬供暖基础，市绿源

热力有限公司在为新用户安装热

表工作中， 根据情况合理安排，确

保用户办理完申请手续后，在规定

的时间内安装到位，确保新用户今

冬按时用热，截至目前已安装热表

3000

多户； 在资金不到位的情况

下，该公司想办法做好采购等前期

准备工作， 已在

10

月中旬购进燃

煤；确保物资和人员到位 ，新增维

修抢修车辆 ， 招聘和培训维修人

员，储备供热所需物资 、备品备件

等，保障物资供应；创新为民服务

新举措，深入开展“民生直通车”进

社区服务、民生工程建设 、成立特

殊群体服务队等活动，近期还购置

了流动便民售卖服务车，在采暖季

到各小区进行售卖，让居民足不出

户即可购热。

此外，我市还加快各项供热工

程建设步伐。 截至目前，老城区新

建供热管网工程和平街（民主路以

东） 段项目已于

9

月

17

日开工建

设 ， 工程全长

796

米 ， 总投资约

470.3

万元。 目前管材已经进场，正

在进行焊接施工 ， 已完成投资约

350

万元，预计

11

月中旬完工。 太

行路供热管网建设工程

9

月

21

日

已开工建设，工程全长

1570

米，共

划分为两个标段进行施工，总投资

约

1348.8

万元，其中一标段投资约

617.8

万元， 二标段投资约

731

万

元，预计

11

月中旬完工。 这两项工

程完工后，对我市优化集中供热布

局、实现节能减排、改善城区大气

质量和提高市民生活水平都将起

到积极作用。

市交通运输局

开展“服务基层、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活动

本报讯 （记者詹长松） 为深

入推进 “人民在心中、 转型我先

行”主题实践活动，进一步转变交

通运输系统作风， 提升交通运输

工作水平， 更好地为企业提供优

质高效的服务， 市交通运输局自

10

月中旬至

12

月底在全市交通

运输系统开展“服务基层、服务企

业、服务群众”大讨论活动。

据悉， 此次活动主要围绕干

部队伍作风建设，交通建设、管理

与服务， 文明执法等方面开展讨

论，就如何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

强化干部职工干事创业意识，如

何进一步转变职能， 牢固树立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如何

在行政执法中提升执法的信誉和

公信力等，认真查找存在的问题，

广泛征求基层、 企业和广大人民

群众对交通运输发展的意见和建

议，着力提升服务基层、企业、群

众的能力和水平。

此次活动具体采用召开基层

一线人员、全市相关企业负责人、

行风评议员座谈会， 在交通运输

局网站上开辟“三服务”大讨论专

栏， 由该局领导带队深入相关企

业开展走访活动等形式，征求、收

集基层、企业、群众对交通运输发

展的意见和建议，切实听民声、摸

实情，找准困扰基层、企业、群众

的交通运输难题， 真正做到想问

题、办事情尊重基层、企业、群众

的意愿。

对活动中查找出来的问题、

征求到的意见， 该局将逐条逐项

认真梳理，明确整改项目、时限、

措施、责任人，全面提升交通运输

行业服务水平。

市运管局

检查客运企业 GPS监控

本报讯 （记者詹长松 ） 近

日，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对辖区客

运企业

GPS

监控情况进行了监

管检查。

该局对客运企业

GPS

管理

制度、运营车辆

GPS

监控台账是

否建立健全， 是否有专职人员对

营运车辆进行监控管理， 分析处

理动态信息是否及时到位， 营运

车辆

GPS

的连通率和在线率是

否达标， 企业对相关问题的处置

情况和信息反馈情况是否一致等

方面进行了重点检查。

检查中发现， 我市辖区内所

属省、 市际及旅游包车客运企业

对运营车辆使用

GPS

监控管理

情况总体良好， 但仍存在问题车

辆整改后没有后期跟踪、 部分车

辆省平台在线无信号等问题。 针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检查人员

当场责令相关企业立即进行整

改。

我市新评选出一批

园林单位和园林小区

本报讯 （记者詹长松 ） 日

前，经单位申报、各县市区初查推

荐、市绿化委员会城市绿化办公室

组织考核组进行统一检查验收，市

公安特警支队等

13

个单位、 亿祥

东郡小区等

6

个小区通过市级园

林单位和园林小区评审。

近年来， 为了实现生态园林

城市、生态宜居城市的奋斗目标，

为建设“绿色焦作、生态焦作”，建

设温馨和谐、生态优美的生活、工

作环境， 我市积极开展了园林单

位和园林小区的评选。

2013

年， 市绿化委员会城市

绿化办公室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继

续开展创建园林单位、 园林小区

活动。 全市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

位、居民社区按照园林单位、园林

小区标准认真建设，强化管理。 最

终，市公安特警支队、市宏基置业

有限公司、修武县药监局、武陟县

北郭乡人民政府等

13

个单位被

评为

2013

年市级园林单位；亿祥

东郡小区、修武县东方花园小区、

武陟县家和万世小区、 博爱县宏

基尊邸小区等

6

个小区被评为

2013

年市级园林小区。

市住建局

积极借助网络平台服务民生

本报讯 （记者詹长松 通讯员赵向东、 王小金） 近

日，有网友发帖：“焦辉路（牛庄花坛至中原路）两公里无路

灯，人们摸黑还要走多久？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从网络上

得知此信息后，迅速安排人员到现场查看，并组织人员和有

关单位制订工作方案，加班加点施工，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

该路段的路灯安装工作。这仅是市住建局重视民意、关注民

生的一个缩影。

该局承担的水、暖、气、路等多项建设和维护任务，都与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来，该局更加关注舆情，

并借助网络平台，接受群众质询，解答工作难题。 市南通路

（新安路—人民路段）路面坑坑洼洼，塌陷严重，许多网友发

贴，强烈要求维修。 得知此事，该局立即向市政府反映群众

呼声，并积极与有关部门沟通。 经过多方努力，该路段大修

工程正式开工。

该局在焦作建设网上专门开设网络问政平台， 并建立

QQ

群，随时接受网友的咨询和投诉。 同时对建筑业、房地

产业、公用事业、市政设施、安全生产、工程质量、装饰装修、

工程设计、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建筑节能

改造、新型墙材料应用和城区河道治理申请办事程序、完成

时限等政策和信息及时发布， 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和参

与权。

该局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 批阅交办制、 跟踪督察

制，确保对群众投诉 “反映合理的及时解决到位 、政策限

制的详细解释到位”。 今年上半年，该局从网络上搜集的

群众咨询、 投诉、 求助等信息， 如学生路桥栏杆过低问

题 、 中原不动产楼高价水费问题等

61

件民生问题 ， 现

在都得到了及时解决。 截至目前， 该局共维修路面

7132

平方米 、 桥涵

16

座 、 路灯

7201

盏 ， 改造供水管网

16

公里、 燃气管网

31

公里， 新发展供热面积

35.37

万平方

米。

邗

山阳路 （丰收路—新河

桥） 拓宽工程需要移植道路分

车带苗木， 共计要挖柳树

193

棵。 其中，

98

棵运至生态苗圃

养护， 剩余苗木用于山阳路南

段分车带及两侧绿化补植。 图

为

10

月

21

日， 市绿化队工作

人员正在移植苗木。

赖 磊 摄

隰

今年年初以来， 修武县加大国债投

资市政基础设施质量监督力度， 强化重点

建设项目建筑质量管理。图为

10

月

18

日，

该县住建局质监站的工作人员正在工地检

查钢筋质量。

牛普粮 范秀丽 摄

爱瓷自是我天性

当阳峪绞胎瓷， 在北宋时即享有盛

誉。然而，随着靖康之变，盛极一时的当阳

峪瓷窑火顿然灰飞烟灭，而在世界陶瓷王

国独树一帜的绞胎瓷及其制作工艺也随

之难觅踪迹。

历时近千年的等候，湮灭在历史烟云

中的绞胎瓷这块瑰宝终于今世重现人间。

而在探寻和发掘这块瑰宝的人中，孟凡斌

的脚步可谓走得艰辛而执著。

走近孟凡斌，你会发现，他仿佛就是

为发掘这块瑰宝而来到人世的。

孟凡斌祖籍山东省曲阜市孟庄村，系

孟子第

75

代世孙。孟凡斌上

6

代先人，孟

家兄弟二人落户到地处太行山脚下的修

武县西村乡当阳峪村。 于是，该村至今有

半数人口都为孟姓。

1965

年冬， 孟凡斌降生在当阳峪村

的一个窑洞里。 姊妹多，他排行最末。 “家

里人多地少，冬天吃红薯，春天吃野菜，麸

子和玉米面是全家的主要粮食。 我

17

岁

当兵前就没有穿过新衣服，衣服裤子都是

哥哥、姐姐们穿剩下的。 ”孟凡斌回忆说。

儿时的孟凡斌有点儿不合群。他不跟

同龄的孩子们玩弹琉璃球、摔烟纸片之类

的游戏，也不会下军旗、打扑克牌，他唯一

的爱好就是在窑炉旧址的河沟里捡寻碎

瓷片。

在他上下学的路上，人们总能看到这

个孩子手里拿个铁抓钩， 到处挖挖刨刨。

他的书包里、课桌下都是碎瓷片，他的衣

裤口袋从来都是被瓷片磨出的大窟窿、小

洞洞。 家里窑洞的地上、床上，甚至厕所

里，碎瓷片无所不在。

下学后，孟凡斌的“家庭作业”是把捡

来的残旧瓷器进行分类、 统计。 陶壶、香

炉、棋子等各自摆开，查点数目 、清理泥

土 ，孟凡斌在做这些“功课 ”时仔细而投

入。“咦，旧时胭脂盒盖子的内沿薄得就像

鸡蛋皮儿一样，特别精细，我痴迷地把玩

着这些东西，往往忘了吃饭。 ”孟凡斌说。

“老师批评我玩瓷片不写作业，家长

吵我啥都不会干只会捡瓷片，乡邻们说我

是个傻孩子。 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这是

为什么、图什么，反正就是喜欢这些瓷片，

好像我只能跟它们对话交流。”孟凡斌说。

儿时游戏是泥编

到了上初中的年龄，孟凡斌把装瓷片

的书包换成了箩头、麻袋，他不仅漫山遍

野地去捡寻瓷片，还走家串户上门收集。

15

岁那年， 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秘

密。 在随大人去原陶瓷四厂办事时，他溜

进了一间平日总是门窗紧闭的屋子，看到

有人把不同颜色的泥巴擀成片状，叠在一

起，再切成小块，进行拼接，制作坯胎。

“从附近堆积的废弃瓷片中，我一眼

看出与自己捡拾的绞胎瓷残片胎中带花

纹特征相似，就明白了这个屋子里的人是

在编织瓷胎花纹。 ”孟凡斌说。

的确，这是一个研制绞胎瓷古法技艺

的地方。 当时该厂根据地方政府指示，抽

调几名陶艺工人组成研究小组，进行绞胎

瓷花纹技法恢复研究。

“回到家里，等到夜深人静时，我就用

玉米面、绿豆面等揉成几种不同颜色的面

团，学着工人的样子编织花纹。 ”

拿粮食作试验的事情很快被家人发

现并被喝止，孟凡斌把试验原料换成了泥

巴。他在村里僻静地方砌成个鸡窝大的小

窑炉，用煤泥和柴火当燃料，开始烧制泥

做的小钵。“什么东西也没烧成，我的脸反

被熏得像个黑人，回到家就挨骂。 ”

“为逃避家人责骂，我把烧制地点挪

到了村东头的河沟里，挖个小窑洞，继续

烧。 这种执拗且幼稚的行为，伴随着我的

幼年，直到我

17

岁参军才停了下来。 ”

1986

年，

21

岁的孟凡斌回到村里。劳

动之余， 他还不时地重温着儿时的旧梦。

不过，他的试验方式趋向专业了：用铁皮

做成窑炉，用保温棉做内衬，用电阻丝来

加温，他烧出了不上釉的陶。

1988

年，他到广东佛山打工。 在工业

瓷厂，他学会了原料粉碎、制浆、除铁等工

业瓷的生产工艺。 之后，他又到河北磁县

彭城一带窑口干活，学会了黑陶、黑白刻

体花瓶等磁州窑的制作技法。

1997

年，他

来到江西景德镇瓷器厂打工。 这期间，他

掌握了拉胚、上釉、贴花、制模等一系列生

产工艺。

2005

年， 孟凡斌租赁村里一家倒闭

的陶瓷厂，建起了当阳峪绞胎瓷“孟家瓷

坊”，正式开始了古法绞胎瓷的研发烧制。

窑火炉前炼人生

恢复古法、坚持古法，孟凡斌从一开

始就抱定复原并坚守绞胎瓷古法烧制的

恒心。

绞胎瓷的技术核心在于经典花纹的

手工编织。目前北宋存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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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件作品，

全部都是编织纹瓷器。基于儿时看到的一

眼老瓷片， 孟凡斌历时数载潜心摸索实

践， 至

2008

年已完全掌握了绞胎瓷席编

纹、羽毛纹、菊花纹、麦穗纹等传统纹理的

编织技法，“孟家瓷坊”也被省文物局定为

文物复制、研发、生产基地。

坚持古法，“孟家瓷坊”所用原料都要

从当地采挖。 孟凡斌跑遍方圆数百里山

区，采来东掌的五花矸、西大掌的铝矸、岭

后的焦矸、小北岭的铁矿石、岸曲的高岭

土、后河的化妆土，反复配比，调试泥料。

然而，正是因为绞胎瓷由不同色泥构

成的花纹，导致其烧制过程成为难以逾越

的巅峰。 “世界上所有瓷器的泥料都是单

一的，惟有绞胎瓷是由几种不同颜色的泥

料构成。 正因为每种泥料所含矿物质不

同，就造成做胎、炉温等上百道工艺环节

难以掌控。 ”孟凡斌说，“比如做好的瓷胎

在晾干过程中，不能风干、晒干、烘干，只

能阴干，而且还要用纯棉布覆盖，保持一

定的温度和湿度，否则就会开裂。 绞胎瓷

真是太娇贵了，难怪被称作百瓷之王。 ”

十次、百次、千次，崩裂、起泡、变形，一

件件瓷胎带着希望装入窑内， 带着失望扔

进废物堆。请来多地数家陶瓷厂的高手，请

来景德镇的名师，用遍了馒头窑、隧道窑、

推板窑、索式窑，然而绞胎瓷的炉温曲线一

如飘忽不定的幽灵，始终不肯露面。

家里的积蓄全都变成了废瓷片。 战

友、亲戚、朋友，把能借钱的人借了个遍。

“一段时间里，没有人愿意接我的电话，都

怕我开口借钱。没了钱，窑上熄火，工人走

光，连我的生活都成了问题。 最困难的时

候，电话欠费停机，没有煤气做饭，所有的

朋友亲人离我而去， 我独自守在空房里，

每天白水煮面条， 严重时几天都没吃没

喝，在痛苦中煎熬。无数次想放弃，无数次

又舍不得那魂牵梦绕的绞胎瓷。就在我即

将崩溃的时候，一个战友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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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块钱递到

我手上。 我拿这钱洗了澡、刮了脸、出了

门。往哪去，没目标，不知怎么就来到大海

边。我想投身大海，可又不甘心就此了结，

于是又来到德化、宜兴。一路上，我见到博

物馆就进，看到精美的瓷器就不想走。 ”

“一个多月后，我又回到了家里，站到

了炉前，燃起了窑火。这时候，我已心无杂

念，不求速成，不图挣钱，静下心来做好每

一道环节。 ”

苍天不负有心人。试烧从一窑只有一

两件成品到有半数成品 ， 再到精品出

炉———孟凡斌逐步掌握了绞胎瓷的全部

制作工艺技巧。他在摸索出炉温曲线的同

时，也炼出了静心做事、百折不挠的意志。

云在青天水在瓶

孟凡斌的瓷器问世后，著名收藏家马

未都先生闻讯后， 两次来到他的窑前，亲

自观摩绞胎瓷制作过程，称赞他为复活世

界陶瓷界一朵奇葩所作的努力，并邀其到

北京长谈。

2011

年，世界客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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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恳亲大会

上，孟凡斌的《圣土望君归》绞胎瓷作品被

评为一等奖， 并作为国礼赠送给吴伯雄、

曾宪芝等多位嘉宾。

“绞胎瓷所体现的纹饰特点，恰恰与

孟子‘君子本色，表里如一 ’的理念相契

合。 作为孟子的后裔，我更应秉承先祖文

脉，通过绞胎文化表达中国文人墨客的君

子情怀，传递‘仁、义、礼、智根于心’的君

子理念。 ”孟凡斌说。

“正是因为绞胎瓷具有儒家文化的特

殊属性，有人出资

500

万元再加一辆名牌

汽车想买断我的技术，被我谢绝。 后来一

位福建客商找上门来， 愿意出资

3000

万

元， 想连商标带技术一并归入他的公司，

也被我谢绝。 ”孟凡斌说，“绞胎瓷这块瑰

宝属于焦作，属于修武，属于当阳峪，谁出

多大的价钱都不能出卖。 ”

近年来，孟凡斌在绞胎瓷制作上始终

秉承传统的纯手工技艺，求质不求量。 在

他的瓷器展厅里，大量的展品都是古法手

工编织纹理，其多件作品呈现出精美绝伦

的艺术魅力。

近年来， 孟凡斌已先后研发出绞胎

瓷、绞釉瓷、剔花瓷、雕花瓷

4

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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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个品种。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

发展， 所推出的作品既承古瓷之妙意，又

具创新之佳韵，许多作品成为国礼。

云在青天水在瓶，梦在绞胎魂在瓷。采

访临了，一种感悟油然于心：某些人就是为

某件事而来到这个世上的，“孟家瓷坊”掌

门人孟凡斌，就是为绞胎瓷而生的人。所幸

的是，他也终成古法今做之大成者。

梦 在 绞 胎 魂 在 瓷

———记当阳峪村“孟家瓷坊”古法制作技艺传承人孟凡斌

不知是历史选择了他们，还是他们书写了历史。但有一点当被确认并记

录于陶瓷史册：在时间长河流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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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初的时候，在太行山南麓宋崇

宁年间所立的窑神碑旁， 有一群人与一个精灵邂逅———他们揭开了隐秘近

千年的当阳峪绞胎瓷古法制作技艺的神秘面纱。

在这群人中，“孟家瓷坊”掌门人孟凡斌，当属呕心沥血的人物之一。

阅

读

提

示

本报记者 陈作华

孟凡斌

生在、 长在

大山里 ，大

山是他的依

靠， 绞胎瓷

是他的命。

陈作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