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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在郏县安良镇塔林坡村，靠着多年的
打拼，李俊锋将一把泥土变成了唐钧瑰
宝。他成立公司，吸纳100多人就业，还先
后培养出40多名唐钧烧制技艺人才。

8月 14日上午，走进神前传奇唐钧有
限公司院内，陶瓷凳子、陶瓷桌子、陶瓷墙
体艺术等以陶瓷元素为主题的设计风格，
陪衬着院内红红的石榴、绽放的鲜花，让
人恍如进入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游
园。唐钧展厅、唐钧博物馆里，五彩斑斓
的唐钧产品，神秘的唐钧发源、烧制技艺
等，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让参观的游
客叹为观止。

课余求学技术

李俊锋 1972 年出生于安良镇塔林坡
村一个普通农家，兄弟姐妹6个他排行老
二。由于家里条件差，读初中时李俊锋总
是利用课余时间跑到村办瓷厂求学技术。

初一那年寒假，李俊锋和同学从瓷厂
赊出5箱盘子、酒壶、蜡台等陶瓷产品，跑
到平舆县万庄乡等地赶年集，6天下来，他
们不但归还了本钱，每人还挣了200元，让
家里好好过了一个年。

之后，他的勤劳勇敢、聪明好学赢得了
陶瓷制作师傅李丙正、贺文奇的赏识，义务
向他传授拉坯、配釉、烧制技术。

1992年高中毕业后，为了减轻父母的
负担，他只身闯荡社会，把家乡的陶瓷产品
销售到广州、北京等地。经过几年的摸爬
滚打，李俊锋靠着卖陶瓷产品赚取了人生
中的第一桶金。

创业历经坎坷

1996年，李俊锋用多年攒下的7万元
钱在塔林坡村办了一家花盆厂，建起了一
座30立方米的生产窑，吸纳了40多名村民
就业。“当时花盆销售很好，工人一个月收
入 1500元左右。”李俊锋回忆起当年的创
业成功，颇感自豪。

1998年，正当李俊锋的企业蒸蒸日上
之时，他看到当地耐火材料有很大的销售
市场，就关闭了花盆厂，投资70万元建起
了一家耐火材料厂。但由于缺少技术人
员，厂子没有赚到钱，自己白白浪费了5年
的光阴。“从这次创业中，我总结出一个道
理，拥有技术，才能赢得财富。干事业，不
能随便改变目标。”李俊锋感慨地说。

干出一番事业

在开办耐火材料厂期间，李俊锋在自
家院内建了一座小窑炉，抽空烧制仿古宋
钧、唐钧产品，每年生产出1000多件产品，
实现收入8万多元。

2004年，李俊锋投资50多万元，推平
了塔林坡村北面的一个荒山坡，开始创建
传奇钧窑，并不断提高自己的制瓷技术。
随着科研成果的日渐成熟，李俊锋在陶瓷
界的名气越来越大。他用“入窑一色，出窑
万彩”的钧瓷神奇“窑变”艺术，让瓷器上出
现了朱砂红、鸡血红、胭脂红、丁香紫、茄皮
紫、葱翠青等多种色彩，令人赏心悦目。4
年间，李俊锋研发创新的唐钧外观专利就
有80多个。

为了更好地传承发扬唐钧烧制技艺，
2014年，李俊锋在市、县两级文化部门的帮

助下，建起了唐钧烧制技艺传习所。每年
接待 100多名来自郑州大学、平顶山学院
等地的大学生前来学习唐钧烧制技艺。

近年来，李俊锋研发的唐钧产品在省
级以上获奖的就有10多项，他研发的黑唐
钧养生壶不仅被湖南、河北等地的博物馆
收藏，还在2018年 8月被中共六大会址常
设展览馆收藏。

李俊锋创业成功后，不忘带领村民共
同致富，他不仅吸纳了100多人就业，还先

后培养了40多名唐钧烧制技艺人才，其中
张岭、李卫卫、温照端等5人还建起了自己
的唐钧生产作坊，每年收入近百万元。

贫困户李孩在李俊锋的悉心教导下学
习唐钧制作技术，目前在禹州神垕镇一家
陶瓷厂上班，每月有4000多元的收入。

“俊锋对人很热心也很有耐心，他手把
手地向我传授陶瓷制作技术。要不是他，
哪会有我的今天……”今年21岁的李孩感
激地说。

李俊锋：敢把泥土变成金

口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采摘、挑选、过磅、装车……8月 18日
上午，鲁山县董周乡蔡庄村全庄组境内的
一处梨园内，53岁的张胜利和妻子何大欣
忙得不可开交。

园内的梨有砀山、皇冠、红香酥、玉露
香、圆黄等多个品种。因为正值成熟期，每
一棵树上都黄灿灿的。

“老张兄，红香酥梨熟了吧？明天给我
准备15吨。”说话间，张胜利的电话响了，是
湖北一个客户要购梨的。“熟了，熟了。”张
胜利高兴地应诺着……

观念一变天地宽

张胜利家住蔡庄村，梨园在村子旁边
的五里岭上。

时下的五里岭，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梨
树，驱车前往购梨的商户络绎不绝。

“一斤（500克）梨两三个，能卖一块多
钱，大的一个就有一斤多，有时候一车能装
20多吨，能卖五六万元。”张胜利笑着说，
仅卖梨一项，他家最多时有过13万元的收
入。

在董周乡，像张胜利这样靠种梨致富
的还有很多。

然而20年前，五里岭上还是光秃秃一
片，碎石遍地。因为穷，张胜利小时候没少
出力，成家后和妻子种起了黄背木耳，然后
背到外地销售。

“种黄背木耳是个技术活儿，特别是制
菌时，稍有不慎就会坏锅，有时忙碌一年，

力没少出还赔钱。”张胜利说。
1997年，张胜利在安徽砀山卖黄背木

耳时发现，那里梨特别多，个头儿也大，更
重要的是，种梨的土地是山地，听人说，土
质越薄、碎石越多，种出的梨越好吃。

张胜利想起了老家五里岭上的土地，
回到家，他找到村民孙振伟、孙明献和哥哥
张中江说了自己的打算。四人一合计，决
定引回砀山梨种，承包五里岭荒山种梨。

“当时可多人替俺捏把汗，说五里岭
上年年栽树不见树，栽梨树等于拿钱打水
漂。”张胜利说，他最终还是坚持了自己的
想法，转变观念，承包了 20 亩土地，全部
栽种了梨树。

甜梨铺就致富路

安徽梨在河南种，张胜利心中没一点
儿谱，另外三人心里也没数，因为在那个年
代，鲁山境内苹果园多，梨园几乎没有。

自从栽上梨树后，张胜利天天在梨园
忙碌，浇水、除草，生怕梨树苗有个“三长两
短”。3年过去了，5年又过去了，梨树长得
枝繁叶茂，却不结果。

“那时候主要是不懂技术，不知道咋修
剪，更不知道还能人工授粉。”张胜利说，后
来他们到砀山请来果树专家。在专家的指
导下，2005年果园获得了丰收，其中，张胜
利家的梨卖了5000多元。张胜利高兴坏
了，花1000多元买了个手机。

之后，张胜利等人学会了果树管理技
术，梨园的产量越来越高，加之梨的个头儿
大，颜色鲜，口感好，市场上供不应求。

见张胜利等人种梨挣了钱，村民们纷
纷效仿，跟着张胜利开始种梨。截至今天，
整个五里岭全是果园。

“我家就是在张胜利的带动下开始种
梨的，收益不错。张胜利没少给我们提供
技术帮助，而且人也特别热情。”与张胜利
同村的殷金路说，他家原来经济条件很差，
通过种梨走上了致富路。

为顺应市场需求，张胜利在种植梨树
同时，开始不断更新品种，种植数量也由原
来的20亩增加到现在的40亩。

“这里的梨好吃，品相也好。”今年41岁
的市区商贩陈市伟说，2004年至今，他都
是在张胜利家购买的梨。

近年来，靠着种梨，张胜利家盖了新
房、娶了儿媳，一家人高兴极了。

张胜利：甜梨催开幸福花

李俊锋展示唐钧作品

张胜利在采摘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