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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晾晒、烧制……金沙泥系列
作品的制作需要一定的空间才能得以
施展，而金沙泥研究所紧靠黄河，位于
黄河风景名胜区景区内，场地十分有
限。

“产品从准备、制作到烧制，有几
十步流程，需要的空间比较大。”王玲
坦言，目前由于场地限制，她的工作室
只能“将就”一下，扩大生产规模、引进
机械设备也很难实现，从而也就影响

着金沙泥产品大规模走向市场、形成
产业。

王玲还告诉记者，自己正在与部
分高校联合培养相关专业的学生，作
为后继人才储备，但用以教学的场地
也没有着落。

“黄河金沙泥离不开黄河，我的事
业也不会离开这里。”王玲最后表示，
希望有关部门在规划建设时能考虑研
究所的用地需求，并在资金和政策上

加以扶持，“现在我们的
机遇很好，政府很重视、
支持文化建设和产业开发，作为黄河
澄泥砚的发明者和传承人，我一定会
抓住机遇，把这一曾经失传的古老技
艺发扬光大，让全国乃至世界的人都
能喜欢咱们郑州特色的文化产品！”

黄河澄泥进万家
本报记者 左丽慧 实习生 王晶 文 李焱 图

俗语有云，“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生在黄河边、喝着黄河水成长的中原人，
自然对以黄河水做“筋”、黄河澄泥为“骨”的黄河澄泥砚有着特殊的感情。关于黄河
澄泥砚的好消息也时常跃入眼帘：“游龙戏水砚”荣获烟台工艺品博览会金奖、“中原
文化砚”刚刚在合肥工艺品博览会上斩获金奖……

作为我市文化产业项目之一，黄河澄泥砚近年来取得了哪些发展、今后将路归何
处？记者日前走进黄河金沙泥研究所，对所长王玲及相关人员进行了采访。

“黄河澄泥砚和端砚、歙砚、洮砚
合称为中国四大名砚。澄泥砚盛于
唐，古法烧制技艺在元末失传。”黄河
金沙泥研究所所长王玲介绍，1986年，
王玲与丈夫创办黄河澄泥艺术研究
所，开始从事金沙泥系列工艺品的研
制和开发。1991 年，她和丈夫经过多
年潜心发掘研制，终于成功恢复这一

失传技艺，并获国家发明专利，“黄河
澄泥砚”逐渐回归人们的视野。

1999 年，凭着精湛的技艺和厚重
大气的作品，王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授予“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
号，王玲的作品三次获得中国民间工
艺美术最高奖山花奖，尤其是 2011 年
的《八仙如意砚》，是全省唯一、全国 8

件之一获得山花奖的作品。
“陶艺在我国历史悠久，是我们民

族文化的瑰宝，它物以载道，蕴涵着深
厚宏博的中华文化精神。”在黄河金沙
泥研究所，记者遇到一位慕名前来参
观的业界人士，他表示，文化加技艺，
这或许就是黄河金沙泥作品广受好评
的原因之一。

王玲的作品以黄河澄泥砚著称，
但她没有故步自封，而是在刻苦创作
的同时，将精力也投入了新作品的开
发之中。

“从去年开始，澄泥砚的创作就转
为以展现中原文化内涵为主，我们也在
努力打造足以代表中原文化的名片产
品。”王玲介绍，黄河金沙泥研究所还召
开了专家研讨会，针对作品发展的新方
向，听取专家们的意见，根据专家意见
创作出的“厚重中原砚”集中反映了具
有代表性的中原文化符号，深受欢迎。

研究所的张慧也告诉记者，他们
结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创作的系列作
品，不仅紧贴百姓生活，还具有装饰性
和实用性相结合的特点，如摆件、壁
挂、文房四宝、相片架、烟灰缸、家装酒
店迎宾墙以及砖雕系列作品等，市场
反映很好；高温烧制而成的金沙泥茶
具，集观赏性、实用性于一体，也得到
了广大群众的喜爱，“陶的稳定性好、
保存时间长，无化学物质并含有多种
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张慧说，研究
所还创作了一些具有特色、便于携带、

可以拿在手中把玩的
旅游纪念品，如少林
达摩、福寿禄等，港澳
台及国外游客
尤其喜爱。

“双台风”致我市受灾
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万元

本报讯（记者 李娜 实习生 常超楠 张雅静)
受刚刚过去的双台风“苏拉”和“达维”的影响，
我市部分地区遭遇灾情。昨日，从市民政局传
出消息，8月 4日 11时至 5日 14时，我市普降大
雨，局部暴雨，降雨量最高120.5毫米，造成荥阳
市、新密市、二七区、管城区的4个县（市、区）11
个乡（镇、办）出现洪涝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97.5万元，无人员伤亡。

来自市民政局统计的灾情数据显示，此次
降雨过程，全市受灾人口275人，紧急转移安置
38 人，倒塌房屋 57 间，严重损坏房屋 27 间；农
作物受淹 14 公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97.5 万
元，无人员伤亡。灾情发生后，当地民政部门和
乡（镇、办）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灾区，查看灾情，
并针对部分受灾群众倒塌房屋而无居住场所的
情况，安排村委会进行了妥善安置。目前，灾情
核报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受灾群众情绪稳定。

路面坍塌现深坑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吴俊成）一条通

往嵩山花园小区的小路，路中间一个电力窨井
附近竟塌陷了一深坑。昨日，巡防队员提醒市
民慎行。

昨日9时许，林山寨巡防队员冯秀军、曹运
民巡逻到工人路与颍河路南约50米路东时，发
现一条通往嵩山花园小区的小路中间，一个电
力窨井旁塌陷一个长约 1米、宽约 35厘米的深
坑。巡防队员冯秀军用警棍插进去想探探底，
结果没探到底，这让他吓了一跳。

居住在嵩山花园小区的孙先生说，前几天
还没看见这个洞呢，“估计是刚下的一场大雨，路
面就塌陷了。”孙先生说，路面塌坑原因可能和今
年7月份电力部门在旁边挖的电缆沟有关，当时
经目测，电力部门挖的电缆沟距路面约有10米
深，而且在塌陷深洞附近还有一个电力窨井。

居民王老太告诉记者，该小路没有路灯，如
今在路中间塌陷深坑很容易伤及行人，“虽说是
水泥路面，但现在正值雨季，加上很多汽车的碾
压，时间久了塌陷深洞会越来越大，十分危险，希
望有关部门能及时处理险情。”

多部门联合执法

3家“黑网吧”被取缔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武伟）网格联

动，条块融合，街道配合，联合执法。昨日，管城
区3家“黑网吧”被依法取缔。

近日，有居民举报，西大街办事处辖区内有
“黑网吧”存在。经查证落实，在平等街社区南
学街1号院、维新街3号院地下室和南学街社区
头道胡同 8号，暗藏 3家无证经营的“黑网吧”。
3 家“黑网吧”分别存在接纳未成年人上网、缺
乏必要的安全消防设施、上网场所脏乱差等严
重问题。

昨日，管城区长效机制领导小组办公室牵
头组织，办事处和社区全力配合，工商、文化市
场管理、公安派出所等组成联合执法小组，对3
家涉嫌无证非法经营的“黑网吧”进行了查封。

执法现场依法查封涉嫌用于非法经营的电
脑主机128台。有关部门依法责令“黑网吧”停
止营业，其主要责任人限期到有关部门接受调
查和处理。同时，街道工作人员对20多名正在

“黑网吧”上网的未成年青少年进行了现场教育。

一发票制假窝点被端
本报讯（记者 丁友明 文/图）近日，市地税

局稽查局执法人员联合建设路派出所经侦大队
民警，在东韩寨1号院一出租屋内，捣毁一个制
售假发票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两名。

在制售假发票窝点，执法人员抓获犯罪嫌
疑人两名，查出伪造企业用章 51 枚，伪造税务
机关代开发票专用章32枚，空白机打假发票50
份，票面可开具金额达 1900 万元。目前，两名
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
理中。图为稽查人员在清理涉案的假印章。

谍战片拍出文艺味儿
《听风者》公映

本报讯（记者 秦华）由麦兆辉、庄文强执导，
梁朝伟、周迅、王学兵等主演的《听风者》于7日起
全国公映。记者昨日受奥斯卡院线邀请在大上海
影城观看了该片，影片聚焦解放初期我军神秘的
反特机构“701”，以生动的打戏和细腻的感情戏玩
出了国产谍战片的新格局。

电影《听风者》改编自麦家的小说《暗算》，该
小说曾被拍成电视剧，麦兆辉、庄文强将这个观众
并不陌生的故事拍出了新的味道，令人惊喜：《听
风者》注重角色的塑造，梁朝伟饰演可爱优雅的男
主角何兵，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情趣，而周迅饰演
了一位令人心疼的女特工，她的表演收放自如；此
外，影片对原著中的许多细节进行了改编，整个故
事谍战元素有所弱化，人物的爱情戏码大大加强。

许多观众反映，《听风者》造型很时尚现代，没
有太多打斗场面，更多的是内心戏，谍战戏拍得很
文艺。麦兆辉、庄文强以往执导的《无间道》系列、

《窃听风云》系列等电影中常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
不信任，此次在《听风者》中变为人人渴望交流，但
又不得不压抑情感，谍战背后的心战更引人入胜。

“《听风者》为国内谍战题材拍出了一些新意，
制作上也十分精良，但缺点也很明显，剧本方面不
是特别严谨，谍战缺少悬念。”观众王先生评价说，
整体来说，这次麦兆辉、庄文强交上的答卷还算令
人满意。

野生蘑菇切莫采摘
本报讯（记者 汪辉）夏季是蘑菇生长的旺季，

近期各地毒蘑菇中毒事件时有发生。昨日，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食品安全预警公告，提醒
公众不要采摘野生蘑菇，谨慎购买市面上出售的
野蘑菇。

有关专家介绍，毒蘑菇是指食后可引起中毒
的蕈类。目前，在我国已鉴定的蕈类中，可食用蕈
近300种，有毒蕈类约100种；其中含有剧毒可致死
的近10种。毒蕈的有毒成分十分复杂，一种毒蕈
可以含有几种毒素，而一种毒素又可以存在于多种
毒蕈之中。毒蘑菇种类很多，分布也很广。在广大
山区农村和乡镇，误食毒蘑菇中毒的事例比较普
遍，几乎每年都有严重中毒致死的报告。

识别蘑菇是否有毒，主要从它的形态、气味和
颜色上来区分。毒蘑菇一般在顶上有凸起的疙瘩
肉瘤，柄上有环状物（脚苞），根上有环状托，有苦、
辣、酸、麻及其他恶味，色彩鲜艳，采后易变色，多
数柔软，浆汁多并浑浊像牛奶。毒蘑菇一般生长
在潮湿的地方，能使米饭、大蒜、银器变黑。无毒
的蘑菇一般生长在矮草丛中或松林地下，盖是扁
或圆的，肉厚而嫩，颜色多为黄、白或古铜色，掰开
后浆汁清亮如水，不变色，味道清香。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餐饮单位加强原
料检查，避免采购和食用野生蘑菇；提醒消费者不
要采摘野蘑菇，对市场上出售的野蘑菇也不要放
松警惕。

专家提醒，目前毒蘑菇中毒尚无特效疗法。
一旦误食，应尽早采用催吐、洗胃、导泻、灌肠等方
法，迅速排除毒素。同时，在催吐后应尽快到医院
接受治疗。

爱心课堂迎来“小候鸟”
本报记者 宋华 实习生 张琼

一个瓢泼大雨的早上，妍妍跟随弟弟如期来
到了绿城社工服务站的爱心课堂。

略带拘谨和腼腆的妍妍告诉记者，自从父母
来郑务工后，她每年暑假都会从老家周口来郑州
与父母短暂团聚，今年是 7月 8日来的，8月 20日
就要回去了。人们给了像妍妍一样暑假来回迁徙
的孩子一个可爱的名字——“小候鸟”。

“三四年了，平常我只能跟父母在电话里沟
通，见不到他们。”读初二的妍妍在老家一直与年
逾古稀的姥姥、姥爷相依为伴，四个孩子中姐姐、
弟弟和妹妹跟随父母常住在郑州的一间出租屋
里，唯独她还在老家农村上学。谈及父母的做法，
妍妍说，“以前埋怨过父母，心里挺难受的，但是现
在慢慢长大了，也理解他们了。”

谈起郑州的生活，由于对环境的陌生感从未
消除，妍妍还是不太习惯。父母开了一家修车店，
店里生意很忙，常常早上六七点出工，晚上十一二
点才收工。其实，即使来到了这里，妍妍跟父母团
聚的时间也是有限的。虽然相聚时间短暂，但懂
事的妍妍总会帮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要么
去店里打打杂，要么在家里做好饭。

这些年，妍妍来郑州也只是去过人民公园、碧
沙岗公园和博物院几个为数不多又免费的地方，
乖巧的她多数时间还是守在家里，姐姐上班、弟弟
上补习班、妹妹上幼儿园，自己的独处又变成了

“二次留守”，这让妍妍很无助。但今年的暑假，妍
妍感到格外充实，在弟弟的带领下，姐弟俩一起到
绿城社工服务站的爱心课堂里温习功课，不仅结
识了很多新的小伙伴，而且还得到了大学生志愿
者的义务指导。

妍妍说，她将来想考郑大，用知识来改变命运
比起其他“小候鸟”来说，妍妍是幸运的，爱心课堂
将是郑州留给她最温暖的记忆。

本报讯（记者 成燕 文 李焱
图）伦敦奥运会激战正酣，昨日，“奥
运集邮展暨伦敦奥运会邮品展销活
动”在市邮政局旗舰店正式开展（如
图）。

据介绍，此次活动共展出 2000
余枚以奥运、生肖题材为主的邮票、
邮品，涵盖了中国邮政为 1984年至
2008年共7届奥运会所发行的系列
纪念邮票及邮品，一枚枚精心设计
的邮票全面展现了历届奥运会盛
况，充分体现了对体育运动、对奥林
匹克文化的讴歌。其中，以 2008年
北京奥运会邮票、邮品最引人注目。

活动现场，中国邮政为纪念伦
敦奥运会发行的《第三十届奥林匹
克运动会》纪念邮票及系列邮品也
悉数亮相。

奥运集邮展在郑开幕

恢复元末失传国宝

创新发展制定新方向

空间不足制约发展

王玲指导学生制作黄河澄泥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