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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12 月，北京故宫博

物院陈万里先生经过实地调查，

最早发现宝丰清凉寺窑址

◉2000 年，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第六次考古发掘确定了宝丰

县清凉寺村为宋代汝官窑所在

地，揭开了“汝官窑地望”之谜

◉2000 年 10 月 18 日，省文物

局代表国内文物考古界及古陶

瓷专家郑重宣告：河南省宝丰县

清凉寺村就是北宋汝官窑遗址

◉ 2011 年 10 月，宝丰县启动

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建设

◉2017 年 1月，宝丰清凉寺汝

官窑遗址展示馆开馆

◉ 2017 年 10 月，宝丰汝窑博

物馆开馆

10 年后再见朱正栩，她依然像个陀

螺，整日围绕案件忙个不停，约了多次才

从工作中抽身。

10 年前，朱正栩是宝丰县人民法院

闹店法庭庭长，如今是宝丰县人民法院

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知心庭长

2012 年 2月 28日，平顶山日报头版

刊发通讯《知心庭长朱正栩》，独家报道

了宝丰县人民法院闹店法庭时任庭长

朱正栩的故事。用平顶山日报社时任

总编辑娄禾青的一首诗来概括言简意

赅：“山上山下长歌行，案里案外苦经

营。年头年尾忙调解，一枝一叶总关

情。”

用为民情怀达成案结事了，知心庭

长让闹店不“闹”。报道刊发后，朱正栩

的事迹在平顶山乃至全省法院系统引起

强烈反响。很快，平顶山市、河南省多位

领导对其事迹作出批示。后其事迹又被

人民法院报、中国法院网、中华儿女杂志

等众多国字号媒体报道。

那一年，朱正栩成为全省法院系统

学习的榜样，“知心庭长”成了她的代

称。随后，奖励接踵而至：被荣记个人一

等功，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模范

法官”“全国最美基层法官”“全国巾帼建

功标兵”等称号，并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

人大代表。有为而有位，当年的知心庭

长后来一步一步成长为宝丰县人民法院

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模范“院长”

10年来，朱正栩不骄不躁，视使命如

生命，一如她 27年的法院工作生涯。

朱正栩 1974年出生，1995年被招录

进入宝丰县人民法院，历任书记员、审判

员、副庭长、庭长、院党组副书记、副院

长。变的是职务，不变的是兢兢业业、恪

尽职守、拼搏奉献的精神。27 年间，她

实干立身，始终保持先锋模范本色，数十

次立功受奖。

2017 年，宝丰县人民法院员额法官

选任完成后，作为院领导班子成员中的

入额法官，朱正栩带头勇挑重担，多办

案、办大案，连年超额完成审判任务，起

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成为大家口中的

模范“院长”。

2021 年，宝丰县人民法院因 3 名从

事 民 事 审 判 的 员 额 法 官 连 续 退 出 员

额，导致民事审判工作办案力量严重

不 足 ，原 本 的 分 案 机 制 无 法 正 常 运

转。于是，朱正栩主动放弃了她作为

院领导原本的 40%分案比例，与普通

法官平均分案，并带头办理发回重审

案件等疑难复杂案件。

为了完成审判工作，她经常周末开

庭、中午开庭，晚上加班写裁判文书，全

年个人办结民事案件 172 件，同时个人

承办并办结破产案件 4 件。今年 1月至

7 月，她个人已受理案件 88 件，结案 80

件。在她的带动下，其他院领导纷纷主

动加大分案比例，各业务庭庭长积极办

案。2021 年，该院院长、庭长办案总数

占到全部审判案件数的 70%以上。

坚守本色

去年 7 月，朱正栩受理了平顶山优

玻玻璃技术有限公司与某企业买卖合

同纠纷案，经过快速审理和耐心沟通，

很快为该公司追回被拖欠货款 229313.5

元，解了公司的燃眉之急。该公司负责

人专程到法院为朱正栩送去锦旗，表示

感谢。

“记不清这 27 年来收到多少面锦

旗，金杯银杯不如当事人的口碑。这是

办案带来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让我甘

愿一生做法官，在一桩桩具体的案件中

用法律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朱

正栩说。

有着这样的初心，工作出色水到渠

成。2021年，朱正栩分管优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工作，结合本院实际牵头成立营

商环境专业审判团队，努力发挥简易程

序、小额诉讼程序优势，采取有效措施提

高商事合同案件审理和执行效率，大幅

提升了办案质效，多项指标位居全市先

进位次。今年 1月至 7月，涉优化营商环

境审判工作指标中，宝丰县法院有 7 项

指标位列全市前三。其中，买卖合同纠

纷案件一审平均用时 15.17天，较去年缩

短了 37天，全市排名保持第一。

从知心庭长到模范“院长”，一路与

案件同行。朱正栩说：“庭长、副院长是

位置，位置赋予权力，权要为民所用。我

是一名法官，就要知心为民、模范办案，

坚守法官本色。”

（本报记者 毛玺玺）

朱正栩：不改为民初心 坚守法官本色

2000年 10月 18日，经国家文物局批

准，省文物局、宝丰县政府联合举办“汝

官窑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和新闻发

布会。省文物局代表国内文物考古界及

古陶瓷专家郑重宣告：河南省宝丰县清

凉寺村就是北宋汝官窑遗址。

至此，我国陶瓷史上近千年的“悬

案”终于水落石出。

近年来，宝丰县不断加大对汝官窑

遗址等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大力传承

发展汝窑陶瓷产业，让汝瓷产业迎来繁

荣壮大的良机。

追寻千年

“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

来。”北宋徽宗皇帝对梦中雨后天空的色

彩追求，开创了世界瓷器史上一个鼎盛

时代，也成就了汝瓷不可替代的独特地

位。

“在我国长达一万年的陶瓷文化史

上，汝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宝丰

县文物保护利用服务中心主任、宝丰汝

窑博物馆馆长王团乐说，汝瓷初创于北

宋中晚期，在宋徽宗时期达到鼎盛，被钦

定为宫廷御用瓷。当时的烧造工艺达到

我国陶瓷史上的极致，令人叹为观止。

在北宋五大名窑（汝、官、钧、哥、定）之

中，汝窑位列第一。

汝官窑专为皇室烧制器物，烧制后

选不上的一律砸碎销毁，致使其成器甚

少。后宋王朝南迁，北宋灭亡。辉煌一

时的汝官窑仅存 20余年，便在战火中消

亡。南宋时，汝官窑瓷器已经非常稀有。

目前，宋代汝窑瓷器存世仅百件左

右，分布在世界上 20 余家博物馆、美术

馆或被私人收藏。而汝官窑遗址身处何

方，曾为我国陶瓷史上的一大“悬案”。

1950年 12月，北京故宫博物院陈万

里先生经过实地调查，最早发现宝丰清

凉寺窑址。

1977 年，叶喆民先生在清凉寺窑址

采集到一片天青釉瓷器标本，始将寻找

汝窑的重点由临汝县（今汝州市）转向宝

丰县。

在 1985 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郑州

年会上，叶喆民提出“宝丰清凉寺未必不

是寻觅汝窑窑址的一条重要线索”的新

观点。

1989 年 3 月，距清凉寺村不远的蛮

子营村出土了较为完整的窖藏天青釉汝

窑瓷器 47件，为汝官窑遗址在宝丰境内

增添了新的实证。

1987年至 201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

对清凉寺窑址进行了 14 次考古发掘。

2000 年第六次考古发掘确定了宝丰县

清凉寺村为宋代汝官窑所在地，揭开了

“汝官窑地望”之谜：宋代时，因宝丰县隶

属汝州管辖，古人习惯将窑以州定名，故

把宝丰清凉寺的天青釉御窑称为汝窑。

汝官窑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陶

瓷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依据，也为

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的保护利用和汝瓷产

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陶瓷发展

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先后被评为

“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200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河南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二十世纪河南十项

重大考古发现；2001年 6月，被国务院公

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5年被列入全国 100处重要大遗址保

护项目；2011年 6月，汝瓷烧制技艺被国

务院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细心呵护

对于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宝丰县倾

注了大量心血：2005 年以来，先后完成

遗址保护规划、方案的编制审批；2011年

10月，启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建设。

该县成立了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公园

建设指挥部，实行联席会议制度，及时研

究解决遇到的问题，确保工作进度。

保护管理好地下文物和遗址环境风

貌，加强遗址开发利用，是文物工作的重

点。该县成立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管理

处，通过融资解决了清凉寺汝官窑遗址

公园项目建设资金问题。

近年来，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展示

馆、宝丰汝窑博物馆相继建成开馆，免费

对外开放。王团乐说，“两馆”具有保护、

展示、旅游、教育等功能，展示了千年汝窑

的迷人风采，将进一步扩大汝官窑的社会

影响力，实现不可替代的社会效益。

传承发展

“这是我们创作的一款汝瓷玉青釉

龙头杯，也叫郑州上合峰会专用杯，采用

我们独家发明的专利釉，龙首、如意、三

足鼎立，充分体现了现代瓷器的东方气

韵。”近日，位于宝丰县陶瓷产业园的廷

怀窑创始人李廷怀向前来参观的河南省

工艺美术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参会代

表介绍道。

据宝丰县汝窑瓷业保护和发展服务

中心主任吕艳慧介绍，宝丰县把汝瓷作

为特色产业纳入“十四五”发展规划，实

施汝瓷标准化战略，促进汝瓷产业高质

量发展。每年拿出 1000 万元设立汝瓷

产业发展基金，推进项目建设，支持企业

创新，促进汝瓷产业特色发展、集聚发

展。建成汝窑陶瓷产业园、汝瓷创新创

业孵化产业园等一批项目，吸引东道汝

窑、问鼎汝瓷等企业入驻。依托中汝廷

怀窑、大宋宫廷汝瓷等本土龙头企业以

商招商，引进九道宝瓷、大博瓷画等全国

知名陶瓷企业落户宝丰，汝瓷产业进一

步发展壮大。

该县大力实施非遗人才队伍能力提

升工程，开设宝丰汝瓷烧制技艺公益课

堂，举办培训班，选送陶瓷工匠到清华美

院、中科院等高校院所深造。

在县汝瓷研究所挂牌成立河南大学

美术学院实习实践基地，促进政、产、学、

研、用全面融合。联手清华大学等知名

高校，加快研究成果落地转化，研制汝瓷

釉料配方50余种，开发文创产品上百种。

实施创新型企业树标引领行动、高

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县汝瓷研究所成

功获批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现了

汝瓷行业省市级科研平台“零”的突破。

徽汝汝窑、圣诺陶瓷等企业成为全国知

名陶瓷品牌企业。

抢抓“产数融合”机遇，与抖音平台

合作，成立北方瓷区抖音电商直播基地

宝丰分基地，引进专业直播团队，直播间

300多个，年营业额突破 1亿元。

加大生活茶器、办公用品等生活常

用品创新设计力度，形成了以茶器等日

用瓷为主，仿古瓷、工艺瓷协调发展的产

业体系。

组织县域汝窑陶瓷企业参加深圳国

际文博会、景德镇国际瓷博会等重大展

览赛事 60 余次，荣获全国大奖 300 多

个。先后举办“汝窑传世品复仿”大赛、

中日韩陶艺名家作品展等活动，不断提

升宝丰汝瓷的影响力。

加大宣传力度，注册“宝丰汝瓷”地

理标志，实行合格品、精品级、珍品级三

级管理。拍摄《宝丰汝窑》《瓷源之汝窑》

等宣传视频，开设“宝丰汝窑”官方微信

号、官方抖音号，宣传推广汝窑文化，提

升汝瓷的知名度、美誉度。

如今，宝丰县拥有国家级陶瓷工艺

大师 33 人，陶瓷企业、研究机构 165 家，

从业人员上千人；汝窑陶瓷产品 2000余

种，年产量 1000 多万件（套），年产值 6.8

亿元。该县先后被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命

名为“中国汝瓷之都”，被中国陶瓷工业

协会命名为“中国汝窑陶瓷艺术之乡”，

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汝

瓷文化之乡”。

目前，宝丰县正在规划建设中国陶

瓷工艺博物馆等一批文化项目，努力打

造集汝官窑遗址展示、汝瓷研发、文化交

流、人才培育、产品贸易、旅游体验等于

一体的全国汝瓷文化中心。

（本报记者 巫鹏）

产业发展遇良机 千年汝瓷焕新彩

2015 年，朱正栩获得“全国先进工
作者”称号。 朱正栩提供

宝丰汝窑博物馆第二展厅 2000 年汝窑中心烧造区北部发掘现场

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展示馆窑炉复原场景 图片均由宝丰县文物保护利用服务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