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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璞表示，汝瓷的设计、生
产、销售三方面都很重要，但目前制
约汝瓷行业发展的重要环节是设计
和销售。

“我们要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
的设计理念来提升汝瓷产品的品
质，同时通过线上线下销售来发出
我们汝瓷原产地的声音。”赵俊璞
说，一方面要主动拥抱互联网，把原
产地的汝瓷通过抖音、小红书、微
信、淘宝、京东等平台推广出去，另
一方面充分利用国家知识产权局今
年2月1日出台的《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办法》有关规定，按照原产地汝瓷
的保护范围，打击仿冒原汝瓷生产
的行为，倒逼人才、设计和技术回流

到原产地，吸引非原产地汝瓷企业
到原产地投产或和原产地汝瓷企业
合作生产。

赵俊璞说，下一步将加快推进
汝州市“一镇一院三中心三馆”建
设，引导更多企业入驻，形成产业集
聚；目前正在统计严和店村空置民
房，鼓励更多小微汝瓷企业租赁进
驻，降低入驻成本，将其建成汝瓷小
镇严和店古窑址陶艺村；计划与平
顶山学院、汝州职业技术学院等合
作办学，搭建校地合作平台、大学生
与企业合作创新实习平台、大师工
作室等品牌创新平台，为汝瓷产业
创新繁荣发展储备人才、汇聚动能
提供坚实支撑。

“我们依托企业，建设非遗传习
所、举办汝瓷文化节和汝瓷烧制技
艺大赛等活动，邀请国内国际知名
艺术家培训传承人，同时带领汝瓷
企业参加全国的展览、展会，展示成
果。”赵俊璞说，汝州地区参加北京
陶瓷文博会的获奖数量连续三年达
到全省其他地区的总和。

赵俊璞说，通过陶瓷交流活动，
一是让本地的汝瓷企业“开眼看世
界”，二是吸引外地的企业人才到汝
州进行交流，“师其长技以自强”。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我们一定全
力以赴，将汝瓷小镇打造为宜居宜
业宜游的特色小镇，擦亮汝瓷的金
字招牌。”

擦亮汝瓷金字招牌

赵俊璞：驻镇汝州 不负韶华

他是汝州市政府引进的陶瓷专业技术人才，是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共青团河南省创业导
师，也是平顶山市五一劳动奖章、第十二届平顶山青年科技奖获得者，他就是赵俊璞。

多年来，作为汝州市汝瓷小镇管委会副主任、汝瓷研究院院长，赵俊璞不负韶华、勇于创新，见
证、参与了汝瓷小镇从无到有的全过程，设计制作的汝瓷艺术品先后获得多个国家级、省级奖项。

3月12日，记者在汝州市汝瓷小镇见到39岁的赵俊璞时，他正在为小镇的春季活动策划忙碌着。

“景德镇再好，也只是一个平
台，家乡才是舞台。有机会一定要
回来，河南太需要陶瓷人才了。”孔
相卿先生的话，让赵俊璞印象深刻。

2015年，汝州市主要领导带队
到景德镇调研陶瓷产业时，向赵俊
璞发出邀请。一番交谈后，赵俊璞
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当时优越的创业
环境，独自踏上返乡之路，参与到汝
瓷文化产业发展谋划和汝瓷小镇的
规划建设中。

“当时这里什么都没有，民间
称其是虎狼爬岭，不是鹅卵石就是
草坡子。”回想汝瓷小镇所在地
2015 年时的样貌，赵俊璞记忆犹
新，“风吹草低见牛羊吧。”

汝州当时没有成规模的产业

园区，发展汝瓷，急需一个宜居宜
业宜游的集聚区。依托宋元时期
的古窑址群和国营汝瓷一厂的遗
存，汝瓷小镇选址定在严和店，准
备将分散在市内民房里的小微汝
瓷企业聚集到诞生汝窑的原产地，
为其提供相对便利的道路、交通、
水、电等服务设施，让汝瓷企业有
更好的生产和发展空间。

2015年7月，先建临时指挥部，
铁皮房子石子路，办公、住宿就算
有地方了。“第一步，先修路，在荒
地上推出路，然后是一座座主体建
筑逐步施工。”据赵俊璞介绍，2016
至2018年，汝瓷小镇的建设走上快
车道。政府一边投资兴建基础设
施等，一边招引汝瓷企业入驻。

“汝瓷小镇边建设边运营，招
商引资之初，不少企业持观望态
度。作为引荐人，我响应市委、市
政府的号召，率先说服原来的创业
团队前来投资建厂，同时积极引导
其他汝瓷企业入驻。”赵俊璞对汝瓷
小镇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的初衷
是做好服务，尽最大努力为入驻企
业打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目前，汝瓷小镇已建成河南省
陶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创客
源、汝瓷博物馆新馆、汝瓷烧制技
艺展示馆等场馆，引进汝瓷生产企
业50多家，投产企业20多家，新增
窑炉 50 多座，就业工人 300 多人，
被评为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国家
级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园区。

投身建设汝瓷小镇

□本报记者 李鹏程 文/图

2005年，赵俊璞进入郑州大学雕塑专
业学习，开启自己的“陶艺生涯”。“大二那
年，我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相卿相识，此
后三年，经常前往禹州市神垕镇跟随师父孔
相卿先生学习钧瓷烧制技艺。设计、拉坯、
配釉、烧窑，周而复始，看着一抷抷泥土化作
温润如玉的瓷器，我也真正爱上了陶瓷艺
术。”赵俊璞说。

“要想在陶瓷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定
要去景德镇。”在师父孔相卿的建议下，
2009年，赵俊璞考上了景德镇陶瓷大学的
硕士研究生。颇有功底的他，很快进入景
德镇陶瓷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黄胜教授的
工作室，跟随其学习青白瓷制作技艺。

“当时想着研究生三年读完，毕业就回
河南，谁知在景德镇一待就是近七年。”赵
俊璞说，他到景德镇时，刚好遇到大学生文
创兴起的风口。大学生设计的陶瓷创意作
品，既有传统派印记，又受学院派影响，创
意的构思融入自己的审美，形态多样，很受
欢迎。

“以前，学生对自身作品往往没有售卖
的概念，除了参加陶艺比赛就是放宿舍欣赏
或送人。”赵俊璞说，2009年前后，学生们开
始走出校门，到游客聚集的地方摆摊儿。因
为与传统产品的差异，学生作品总能让人眼
前一亮，加上价格适中，引得人们争相购买。

赵俊璞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契机，在研一
下学期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当时乐天陶
社邀请我们学生周六上午去摆摊儿，并免费
提供摊位，一个桌子能摆四五十件杯子、碗、
碟等，刚开始一上午能卖一两千元，好的时
候能卖一万多元。”

那时，赵俊璞一边帮导师管理工作室，
一边在自己的工作室创作，成功赚到第一桶
金。后来，他创办了自己的公司，“2009年到
景德镇时，我一个人拎了一只箱子；2015年
时，我在景德镇已有车有房、有店有厂。”

玩儿泥巴的研究生

赵俊璞在专心创作

赵俊璞在瓷区调研 受访者供图

赵俊璞和
他的陶艺雕塑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