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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经沧桑的瓷窑随处可见，匣钵砌
成的民居别具特色，山坡上散落着各个
时期的陶瓷碎片……新安县北冶镇甘泉
村北临黄河，南面畛水，位于豫晋古道
上，曾是豫西地区最主要的日用陶瓷生
产基地，有着上千年烧制陶瓷的历史，鼎
盛时期曾被誉为“小洛阳”。目前，村里
仍留存着5座宋元时期窑址、105座明清
时期窑址。

烧制瓷器时，匣钵就罩在陶瓷外面，
起到保护作用，产品烧制出来后，它的使
命就完成了。因其防潮防腐蚀，匣钵成
为甘泉村特有的建筑材料。村支部书记
邱如营说，匣钵砌筑的墙体有七八十厘
米厚，屋内冬暖夏凉。

去年年底，甘泉村被列入第三批河
南省传统村落名录。经排查统计，村里
现存老式民居900余间，大部分已闲置，
村里正统一安排修缮，并完善服务设施，

“以后让游客住进来”。
45岁的蒋福平还守着老宅子。走进

他家院子，正房是三间窑洞，外墙上密密
麻麻的半圆形匣钵片十分整齐，褐色的
墙体虽久经风雨却不显颓败。其中一间
窑洞里放满了瓷碗、瓷盆、瓷罐、瓷灯等，
还有不少陶瓷残片。“祖祖辈辈都是做陶
瓷的，应该让更多人知道甘泉的瓷文
化。”蒋福平说，20多年来，他在村前村后
找陶瓷残片，还到渑池甚至河北等地寻
找散落在外的甘泉瓷器，目前已收集了

100多种500多件。
甘泉村总共400多户1700多人，却

有五六十个姓氏。59岁的关丰收说，20
世纪40年代末，有许多人从外地逃荒过
来，在这里学习烧制和买卖日用瓷器，逐
渐落户于此。如今，保存完好的武家车
院和车场，也就是客栈、车马店，是甘泉
村曾经辉煌的佐证。

蒋铁锤一家是目前村里传承手工制
陶制瓷技艺的最后一户。今年 55 岁的
蒋铁锤从高中毕业后，便一直跟
着父辈学做陶瓷。七八年前，渑
池有人请他去制陶，收入可观，但
蒋铁锤对家乡念念不忘：“咱村里
的窑址那么多，要文化有文化，咋

不能自己做出名堂呢？”2013年，蒋铁锤
毅然返乡，在村里、沟里转，找窑址，试验
土料，经过反复尝试，成功烧制出青瓷工
艺品。如今，他的 3 个儿子都在搞陶瓷
制作，订单不断。

邱如营说，未来的甘泉村将成为集参
观体验、陶瓷制作、休闲消费、创意交流于
一体的陶瓷文化集散地。目前，他已请来
北京专家出谋划策，还打算去外地特色文
化村取经。 本报记者 王晓丹

甘泉村：古陶村里存古迹

【主角】
我市3名90后开了一间宠物摄影工作室，为主人和宠

物留下一个个精彩感人的瞬间，也开辟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历程】
■创业初期频碰壁
走进他们的宠物摄影工作室，李阳正在给一只阿拉

斯加雪橇犬拍照，柴振东正在吹着口哨拿食物逗狗狗。
“小狗的寿命十几年，在它们健康、好玩的时候拍一套

写真，让主人记住爱宠可爱的模样，很有意义。”庞逸飞说。
李阳曾在北京做过3年宠物摄影。返洛后，他发现

宠物摄影还是空白，便找来发小庞逸飞和柴振东，筹划开
间宠物摄影工作室。2014年7月，他们在写字楼租了两
间房，购买拍摄器材和宠物服饰，走上创业之路。

“给狗拍照？太奢侈了。”多数人的态度都是这样的。
最开始的半年，他们只接到3个订单，但他们并不气馁。

■用“走心活”吸引顾客
给宠物拍照片着实不易，李阳说：“想拍摄到宠物的瞬

间表情，要靠抓拍；要真心喜欢小动物，它们才会配合你；
只有跪着、趴着或蹲着，才能拍出效果。”

去年一场大雪过后，为了拍出小狗在雪地里玩耍、跳
跃的照片，李阳在雪地里趴了4个多小时。站起来时，他
双手几乎冻僵，沾满泥浆的衣服全部湿透。

他们还利用业余时间翻阅各种资料，了解各种宠物
的习性。照片里，宠物们或跑或跳，憨态可掬。越来越多
的人找上门来，他们拍摄的对象也从最初的小狗、小猫，
扩展到兔子、南美洲栗鼠、猴子等。

■电子相册记录温情故事
为了回馈顾客，他们在微信订阅号上为每位顾客量

身定制电子相册，并精心挑选照片、附上文字，记录主人
和宠物共同成长的温情故事。这些电子相册成为摄影工
作室的特色，也为他们赢得大批顾客。

现在，摄影工作室的订单不断，一些宠物美容院开始主
动上门寻求合作。双休日，他们常常从早上忙碌到深夜。

【点评】
河南科技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高延军：3人

的成功创业实践得益于两点。一是精准服务意识，宠物
服务正逐步深化，他们基于潜在市场，选择目标客户，进
行精准服务。二是专业服务意识，动物摄影除了摄影技
能和设备，还需具备相关专业知识，他们以多背景专业化
服务赢得了客户的信赖。

【答疑】
3人担心该项目局限性强、市场认可度低。对此，高

延军建议：一是与宠物医院、宠物美容店、防疫站等机构合
作，实现“系统营销”；二是注册公司品牌，增加产品附加
值；三是设计、营
销宠物摄影的衍
生品，提升产品的
潜在市场价值。

本 报 记 者
王晓丹

“萌宠世界”的影像商机“洛阳励志哥”
期待用创业点亮人生

洛阳·县区

身残志坚苦学知识

汪战法是汝阳县蔡店镇人，今年46
岁。上初中时，他突然患上类风湿性关
节炎，母亲用架子车推着他四处求医，虽
然病情得到控制，但他全身肌肉萎缩，双

手严重变形，双腿无法站立。
看着母亲辛苦，汪战法告诉自己：

“绝不能做一个废人。”他把两个小板凳
放在一起，扶稳一个，再慢慢挪动一个。
练习一年后，他终于可以借助板凳在家
中自由行动。

克服了行动困难，汪战法开始想办
法学习文化知识。他通过听广播，喜欢
上了散文、诗歌，并开始学着创作。多年
来，他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其中有不少
被媒体采用。

汪战法身残志坚苦学知识的事迹感
动了很多人，被网友称为“洛阳励志哥”。

期盼创业自立自强

多年来，汪战法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
起，养过猪，开过杂货铺，打过零工。他的
姐姐看他辛苦，劝他待在家里：“家里不会
少你一碗饭。”汪战法却想要做更多的事

情，来孝敬自己的父母，帮助更多残疾人。
汪战法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站起来，

背背他的母亲，哪怕只有一会儿。看到
困难群众缺衣少穿，他会攒钱购买物品
交给热心网友代送。尽管不富裕，但看
到路边失去双腿的残疾人，他会把钱放
进对方的茶缸里。

“我想用自己的爱心给‘弱者’增添
一丝生活的勇气和温暖。”汪战法说，这
几年，他得到了市助学济困联合会等社
会各界爱心人士和团体的很多帮助，更
坚定了他回报社会和“尽己所能，帮助他
人”的决心，不能以病残为借口心安理得
地接受大家救助过日子。

创业是唯一出路。经过认真考察，
结合自身情况，汪战法准备筹建一家桶
装纯净水厂。他用东挪西借的2万元找
好了厂房，办好了相关证照，但购买设备
所需的7万元成为他实现创业梦的最后
一道屏障。

爱心人士慷慨解囊

汪战法想通过努力劳动实现自己的
价值，独立自强追求幸福生活的精神，感
动了许多人。

市助学济困联合会的志愿者和爱心
人士纷纷向汪战法捐款，希望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助力汪战法圆梦。大家说：“汪
战法身残志坚，靠坚强意志不断和病魔抗
争，要通过创业实现自身价值，为许多身
处困境的人树立了榜样，值得大家学习。”

100元、500元、1000元……爱心人
士的捐款给了汪战法更大的信心。目
前，他已筹集到3万多元，距离梦想更近
了一步。

亲爱的读者，如果您也想帮助汪战
法圆梦，让他的自强梦想扬帆起航，请拨
打电话15036701506与他联系。

本报记者 申利超

汝阳县汪战法被称为
“洛阳励志哥”，身患残疾却
不甘平庸，努力扬帆起航，通
过创业点亮人生。近日，一
些爱心人士得知汪战法的想
法后，纷纷为他捐款，加上他
自己向亲友借的钱，他已筹
集到 3 万多元，距离创业自
强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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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万年硅业有限公司盘活项目目前进入倒计时，
公司新设备已安装到位，部分设备进入调试阶段，预计4
月盘活试产。 高翔 摄

洛阳万年硅业有限公司
预计4月盘活试产

为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洛阳润信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去年投资100余万元成
立了洛阳市级企业研发中心，公司生产
的自动码垛工业机器人等产品出口坦桑
尼亚、土库曼斯坦、孟加拉等国家和地
区，并先后获得河南省质量诚信企业、河
南省名牌产品等称号。

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发
展，偃师市积极引导企业加快科技创新
步伐，产学研协同创新全面提速。近年
来，该市先后荣获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

（市）、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洛阳市产学
研合作示范县（市）称号。

洛阳市建园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充
分利用企业研发中心加大科技创新
力度，以科技创新占领市场。目前，
该公司设备数控化率超过 60%，产品
畅销德、法、英、加拿大等 20 余个国
家和地区。

去年以来，偃师市持续加大科技创
新合作力度，与洛阳理工学院、深圳固
高公司建立了“偃师智能装备协同创新

研究院”，为偃师各企业创新发展提供
科技支撑；组织企业与天津大学、吉林
大学、北京工业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河
南科技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合
作，不断开发新产品，提升产品市场竞
争力。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与吉林大学合作开发的“制氧吸附剂
LiLSX 分子筛”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
了国际先进水平。去年 10 月下旬，该
公司被省科技厅命名为“瞪羚企业”。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的“超高压
输电线路用铝合金特种导线研究及产
业化”等项目获得洛阳市重大科技项目
立项。

近年来，偃师市先后组织实施科技
项目124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5项、省级
项目22项。截至目前，该市已建立市级
以上企业研发平台71家、省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3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家、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89家。

（郝新乐 王嘉琳）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还是水泥路好啊！搁以前，下雪后十天半月都别想
出门。”府店镇车李村高窑自然村的李保周对村里新修的
水泥路连连赞赏。

车李村是偃师市贫困村，地处南部山区，经济、生活条
件相对落后。2015年，该村通过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项目，村民出资一部分，财政奖补一部分，上
下合力，解决了困扰高窑自然村群众多年的行路难问题。

据了解，偃师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
目主要涉及村容村貌、文化广场、渠道、路面硬化、桥涵等
民生项目，按照“政府资助、村民参与、社会支持”和“村民
共议、共建、共管”的原则，用于改善农民的生活、生产环
境，在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得到建设、完善
的同时，提高村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凝聚党心民心。府南
村投资17.8万元安装路灯、刘坡村投资28.2万元修建西
桥涵洞……这些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
的实施，为群众送来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也推动了美丽乡村建设。
省级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是我省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政策的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偃师共有4
个省级美丽乡村建设试点项目。

据了解，自2011年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以来，至2015年，偃师共实施“一
事一议”项目531个，项目投资总额14148万元，其中村
民筹资及筹劳折资8267万元，村集体投入831万元，社
会捐赠及其他投入 295 万元，争取各级财政补助资金
4755万元。 （石丹婷）

“一事一议”谱惠民新篇

偃师着力实现人民生活水平更高、生态文明程度更高

实施“品牌战略”发展现代高效农业

“穿珠成链”构建高效农业带

从地里“刨食”到依靠土地致富，从
一家一户种植到整个北部丘陵区建成黄
杨基地，经过不断探索，偃师市邙岭镇省
庄村从“十年九旱”的贫困村变成了家喻
户晓的黄杨产销基地，农民们尝到了现
代农业带来的甜头。

目前，该市花卉苗木种植面积已达3.5
万亩，专业合作社达23家，涉及各类苗木
200余种，辐射邙岭、山化、首阳山等6镇。

近年来，偃师把发展现代高效农业

作为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态文明程度
的重要载体，围绕“小麦良种、鲜食葡萄、
花卉苗木、无公害蔬菜”四大产业，优化
农业结构，提升农业效益。

南部山区沿 207 国道一线，偃师
建成了辐射缑氏、高龙、府店等镇的葡
萄种植长廊，葡萄种植面积达到 5 万
余亩，年产葡萄 1.2 亿公斤，年产值达
6 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的鲜食葡萄种
植基地。

截至目前，偃师市现代高效农业种
植面积达到25万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的
55%，初步形成了北部花卉苗木带、中部

小麦良种繁育带、南部葡萄种植带的现
代高效农业格局。

“农旅融合”延伸产业链

采摘、摄影、垂钓、赏花、农家乐……
以前只靠一亩三分地种植传统作物的偃
师农民迅速融合了众多高效农业发展

“新元素”。随着花卉苗木、大棚草莓、葡
萄等种植业的兴起，偃师市通过推广特
色模式促进农旅融合发展。

干干净净的道路、郁郁葱葱的苗木、
络绎不绝的游客……如今的陶化店村再
也不是几年前土墙平房、靠天吃饭的小
村落，而成了名副其实的“花园村”。近
年来，该村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先后投资
4000 余万元，成立了葡萄采摘园、桃源
山庄、农林发展有限公司，发展苗木种
植、林果采摘等休闲生态农业，新增就业
近 300 人，人均年增收 5000 元。同时，
该村利用现有资源，在村边水库内开展
网箱养殖，建起了水上乐园，提供水上观
光、休闲钓鱼、农家餐饮等服务，吸引了
众多游客。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目前该
村人均收入超过 2 万元，成为偃师市有
名的富裕村。

在不断发展完善现代高效农业过程

中，偃师通过“农旅融合”发展，逐渐形成
了“以农促旅、以旅助农”的产业发展新
格局。

实施“品牌战略”

龙头企业和品牌培育是发展现代
农业的关键。近年来，偃师市把培育品
牌作为推进现代高效农业发展的重要
抓手，目前，该市已打造出“盛美”挂面、

“豫皇”面粉、豫麦 18 和偃展 4110 小麦
良种、“唐僧寺”葡萄、“汉红”葡萄酒、

“西银”银条、“尚康”月饼等知名品牌，
其中河南省名牌产品达到 2 个、省级著
名商标达到6个。

与此同时，该市加大对品牌农企的
资金扶持力度，坚持扶优、扶强、扶大原
则，积极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今年，在政策支持下，该市五龙泉家庭农
场加工的桑叶茶上市，四方花木公司计
划将花卉苗木产业与养老产业融合发
展，健稷粮食合作社“粮油送”电商平台
进一步扩大，鼎龙花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正在建设南方水果采摘园……随着这些
农字号企业的快速发展，偃师的现代高
效农业新体系正日趋完善。

（李雅洁）

春暖花开，偃师市首阳新区洛阳台湾农业生态科技园组培厅内
兰花闹春、繁花似锦，园内2万株20余个品种的蝴蝶兰，姹紫嫣红、
堆山叠海，吸引了众多市民前往观赏。

该园是中原地区首个集科研中心、旅游度假、花卉种植、特色有
机水果采摘于一体的现代休闲观光农业博览园。自去年4月建设以
来，该园已种植樱花、碧桃等树木5.6万棵，2栋智能兰花温室相继建
成投用。据悉，该园将于今年牡丹文化节期间开门迎宾。

如今，在偃师，“万元田”“十万元棚”“百万元区”不断涌现，以质
量、效益为核心的现代高效农业正在蓬勃发展，在促进人民生活水
平更高、生态文明程度更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核
心
提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