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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践行二十大精神·为乡
村教育赋能”第三届《河洛生活导报·
洛阳教育》公益助学活动走进栾川县
特殊教育学校和栾川县狮子庙镇中心
小学，为大山深处的孩子们送去 300
份《河洛生活导报·洛阳教育》年刊,以
及食用油、大米、篮球、足球、书包等生
活学习用品。

辗转行车约4个小时，助学人员深
入大山深处，先后来到栾川特殊教育学
校和栾川县狮子庙镇中心小学，为孩子
们送文化、送教育、送体育用品。

2018年9月，洛阳嗨团网络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发起“为爱而行 偏远地区
留守儿童募捐”公益活动；2021年1月，
为栾川县陶湾镇小学送去羽绒服等过
冬物品 3000 余件；2021 年 6 月，参加

“爱阅计划——公益图书角”捐赠活动，
捐赠图书角34个；2021年，为省内发生
洪灾的地区捐款300万元，并连夜筹措

53 万余元的救灾物资运往救灾一线；
2022年4月，与洛阳日报社和其他爱心
单位及企业共同参与“同心关爱·共沐
墨香”《河洛生活导报·洛阳教育》进校

园公益活动，把 3757 份《河洛生活导
报·洛阳教育》送到了全市9个县区、67
所农村学校师生手中；2023 年 12 月，
为洛宁县兴华镇中心小学捐赠“智慧课

堂”一间；2024年1月，为洛宁县上戈镇
初级中学教师捐赠羽绒服36件……

带着对特教的惦念，洛阳嗨团网络
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为孩子们送去食用
油和大米。嗨团公益助农部部长王鹏
说，关爱特殊孩子，就要多一份爱，让他
们以阳光般的笑脸面对生活，面对学
习，快乐健康地成长。

嗨团总经理何俊言表示，企业的每
一次蝶变都伴随着党委和政府的关爱，
企业的每一分收获都倾注着人民群众
的情感认同。“强党建、助厂商、惠生
活”，是公司的使命担当，是责任信念，
是践行初心。

“作为土生土长的洛阳人，我就想
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这是嗨团
董事长吕福刚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也
是他带领公司一直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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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河洛生活导报·洛阳教育》公益助学活动走进栾川

嗨团助学 润物无声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厚植少年儿童爱国情怀，洛

阳市丰润路小学举办“童心向党 礼赞祖国”国庆主题系列活
动。活动分“巧制心愿卡”“手绘中国梦”“签名表决心”“诵读
传心声”“书画展情怀”“寻访觅发展”等6个板块，师生通过精
心制作祝福卡、绘制美好未来、签名红色条幅、诗文对话祖国、
笔尖抒发挚爱、行走间感受心跳等活动升华爱国情感，激励奋
发之心。 李颖丽 摄

日前，洛阳市集贤学校举行七年级学生国防教育汇报展
演。洛龙区教体局相关负责人、该校七年级师生及家长共同
见证这一时刻。整齐的队列、铿锵的步伐、嘹亮的军歌……现
场，学生们的表现展现了国防教育的丰硕成果和集贤学子卓
越的精神风貌。

该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王红云对学生的表现给予高度评
价，她勉励学生将国防精神延续到日常学习中，期待大家未来
能以国防精神为指引不断取得进步。 曹琳莉 摄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洛阳监管分局 2024 年“金融教
育宣传月”活动部署，积极践行“金融为
民”理念，中国银行洛阳分行联合洛阳
日报社洛教融媒积极落实，主动创新，
以有趣的形式、充实的内容、生动的案
例、精彩的互动，把金融知识送到多种
基层群众密集场所，让金融教育宣传活
动走心走深走实。

9 月 21 日，在孟津区朝阳镇卫坡
村，坐落在古民居一旁的魏坡·新序
景区颇具青春时尚气息。得知此次送
金融知识活动有节目表演，还有答题
和游戏环节，村民们便早早来到现
场，围坐在舞台周边。活动演出异彩
纷呈，互动生动有趣，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孟津区支局和中国银行工作

人员在台下向群众宣传金融知识，帮
助更多群众“学金融、懂金融、信金

融、用金融”。
金融宣传，好戏连连。9 月 25 日，

中国银行洛阳分行再次把金融知识送
至洛阳文化旅游职业学院，能容纳300
余人的报告厅内座无虚席。中国银行
工作人员和洛阳市公安局伊滨分局民
警用发生在学生们身边的案例，生动解
析电信网络诈骗的套路，告知他们引发
的严重后果。学生们听后纷纷表示，要
从自身做起，树立识骗防诈意识，远离
非理性投资。

自“金融教育宣传月”活动启动以
来，中国银行洛阳分行联合有关单位，
持续开展送金融知识进乡村、进社区、
进校园、进商圈、进企业，聚焦“一老一
少”、新市民、乡村居民等群体开展防非
反诈精准宣传，不断提升人民群众防诈

“免疫力”。
洛报融媒记者 李云天 通讯员 孟海霞

中国银行洛阳分行扎实开展“金融教育宣传月”活动

近日，由中共洛阳市委宣传部、洛阳市社科联主办，洛阳
市第六高级中学、洛阳鸣鹤博物馆承办的2024年河南省社会
科学普及周洛阳活动在洛六高举行开幕式。

开幕式现场，洛六高校长赵林安介绍了洛阳市社科普及
基地——洛阳鸣鹤博物馆概况，以及学校在社会科学普及方
面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市社科普及基地部分讲解员进行了
示范宣讲。 洛报融媒记者 王大千

2024年河南省社会科学
普及周洛阳活动举行

牡丹瓷，这朵诞生于河洛大地的陶瓷艺
术奇葩，作为国礼送给世界上100多个国家，
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国民相亲、心相通的友好
见证，更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国携手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动实践的见证。

这朵“永不凋谢的牡丹花”在世界各地绽
放芳华，甚至成为陶瓷领域和对外交往领域
的牡丹瓷现象，背后有何故事？为我们带来
了哪些启发？昨日，记者采访唐白瓷烧制技
艺非遗传承人、牡丹瓷创始人李学武，请他讲
述国礼背后的故事。

“来自洛阳的国礼”惊艳东博会
第2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

商务与投资峰会（简称东博会）正在广西南宁
举办，位于主场馆的“中国—东盟中心”展台前
一直人来人往，不停有人在这里拍照、咨询。

吸引大家的是一款名为《和合共生 美美
与共》的牡丹瓷盘，瓷盘上流光溢彩的牡丹、
荷花和东盟十国国花紧紧簇拥在一起，寓意
中国与东盟亲诚惠容、携手前行。这款牡丹
瓷是本届东博会官方指定的贵宾纪念品，作
为国礼送给东盟各国。

此外，“金枝玉叶——国花饰品11件套”
同样是全场焦点。这套饰品融合了中国的牡
丹和胡姬花、绣球花、鸡蛋花、金链花等东盟
各国国花，佩戴方便，颇受女性欢迎。

本届东博会开幕前3天，李学武就和东盟
5个国家的7家企业签订了合作意向，其带来
的千余件牡丹瓷展品更是供不应求。每天下
午展馆闭馆时，仍有不少参展商和游客在牡
丹瓷展台前或咨询洽谈，或拍照留念。截至
发稿，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网、环球网、河南
日报客户端、大公文汇网等境内外媒体纷纷报
道牡丹瓷的火爆，#牡丹瓷惊艳东盟博览会#这
一话题更是在开幕当天就登上微博热搜。

牡丹瓷在东博会上的成功绝非偶然。从
接到为本次东博会制作国礼任务的那一刻
起，李学武和研发团队就对各个国家的国花逐

一分析，甚至还从这些国家大多为海洋国家的
特点入手，找到共同的审美基点，例如瓷盘以
蓝色为主基调，瓶身选择天青色的汝瓷，而每
种国花从颜色搭配、花形制作，再到最后烧制
呈现，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历时整整三个
月，才有了这款国礼在东博会上的绚丽“绽放”。

走向全球100多个国家，
牡丹瓷的国礼之路历经11载

国礼在国家间的互动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2013 年李学武设计制作的牡丹瓷精品
系列被中国外交部选用为外交礼品，牡丹瓷
自此成为国礼。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到

“上合峰会”，从横空出世到走向国际……李
学武的每一步都走得无比坚实。

2013年，牡丹瓷作为“中国礼物”赠送给
非洲六国首脑；2014年7月，牡丹瓷作品“风姿
秀色”再次作为国礼赠送给韩国代理“第一夫
人”；2014年3月，牡丹瓷作品“花开富贵”被赠
予荷兰皇后；2016年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8年上海合
作组织青岛峰会、2022年中国与巴哈马共和国
建交25周年之际，李学武牡丹瓷作品均作为
国礼被赠予各国首脑……近年来，牡丹瓷作
为国礼已先后被外交部赠送给100多个国家
的贵宾，成为中国对外友好交往的一张名片。

洛阳牡丹瓷缘何成为国礼？外交部礼宾司
一位负责人曾经这样说，牡丹瓷之所以被外交
部选用，是因为牡丹寓意美好，是中国的一张名
片，也能很好地向国外友人传达友好，而且牡丹
瓷工艺新颖，将传统与创新结合，很受关注。

牡丹蕴含着雍容华贵的气质，古往今来深
受中国人喜爱，象征着民族团结和繁荣昌盛。
如今，牡丹瓷融合了牡丹花和陶瓷深厚的文化
内涵，正在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载体。

不忘初心，他勇担发扬这项中国
优秀传统技艺重任

鲜有人知的是，如今在国际上大放异

彩的牡丹瓷，却和一项濒临失传的非遗技
艺有关。

从小受爷爷熏陶，李学武对中国传统文
化十分痴迷，尤其是陶瓷。1992年，21岁的
李学武从部队光荣退伍，4年的军旅生涯，不
仅淬炼了他钢铁般的意志，也让他树立了今
后的追求目标——将唐白瓷烧制技艺发扬光
大。那时唐白瓷烧制技艺在洛阳濒临失传，
烧出来的瓷器颜色和器型都很单一，而且过
于传统，市场形势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
他毅然投入到陶瓷领域，承担起发扬唐白瓷
烧制这项中国优秀传统技艺的重任。

为了学习最先进的陶瓷烧制技术，10余
年来，李学武几乎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窑
口，更是涉足全国10余个博物馆查阅史料，
整理20余万字笔记，历尽艰辛。2007年，潜
心研究洛阳历史文化的他提出一个在当时看
来颇大胆的想法：能不能用陶土塑造出牡丹
的形态，再施以釉彩，经过窑火烧制，打造出

“永不凋谢的牡丹花”？
李学武遍访陶瓷名师，得到的结论都是

否定的，因为难度太大，立体的牡丹花瓣在素
胎上上色，一碰就坏，而且还要烧出绚烂的色
彩，这在当时几乎不可能。可骨子里的倔强及
军人不服输的精神，让李学武克服了一个个技
术难题。2007年到2009年的3年时间里，经
过了上万次试验，他终于找到了平面手绘、手
工雕刻、手工捏制三位一体、虚实结合的新派
陶瓷烧制技艺，烧制出来的牡丹花栩栩如生，
一经推出便震惊了业内和整座洛阳城。他把
这种新型陶瓷工艺命名为“牡丹瓷”。

2011年11月，李学武把公司更名为洛阳
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从此踏上“创业之旅”。

坚定未来方向，创新路上不停歇
从唐白瓷到牡丹瓷，从拯救濒临失传的

技艺到让牡丹瓷成为国礼走向世界，李学武
一直走在创新之路的前沿。

牡丹瓷脱胎于中国传统非遗技艺，但李

学武没有仅停留在传承保护的层面，而是不
断创新转化。仅制作过程中用到的工具，他
就发明了几十种。目前李学武拥有牡丹瓷发
明专利19个、实用新型专利上百个、外观专
利 千 余 个 ，系 列 产 品 著 作 版 权 百 余 项 。
2010 年以来，李学武设计的作品先后获得
工艺美术界“百花杯”金奖和“大地奖”金奖
等多个奖项。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
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作为全国
人大代表，李学武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概念背
后蕴含的巨大意义，这也让他带领企业继续
走向二次创业的征途。

随着牡丹瓷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各地，李
学武的眼光不仅仅停留在国内，他开始到西
欧、北欧、东亚等地学习。德国、英国、瑞典、
日本……凡是有知名陶瓷品牌或企业的国
家，他几乎走了个遍。

李学武开阔了眼界，更将所学运用到了
产品的研发上。他把中国陶瓷产区的颜料和
德国、日本的颜料进行科学分析和比对后，研
发出了一种融合各国陶瓷颜料之长的新型颜
料，加之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烧制技艺，让牡丹
瓷呈现出流光溢彩的效果，烧制出来的花朵
更是具有比真花还绚丽、耐看的色泽。

不停地学习和创新，也让如今的李学武
更坚定了未来的方向：集合中国陶瓷所有的
优点，创造出一种独一无二的陶瓷技艺，让
中国陶瓷重回世界之巅，实现中国陶瓷的伟
大复兴。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和技艺的传承
与弘扬，更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

牡丹瓷现象，
对文化自信的生动作答

为将牡丹瓷进一步发扬光大，李学武没
有把技术藏起来，而是组建了劳模工作室，培
养更多高层次人才和传统艺术爱好者走入文
化艺术行业。他和高校合作设立艺术学院，
在公司设立大学生见习基地。多年来，李学

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技术人才，包括各级工
艺美术大师 15 人、工艺美术师 110 余人、技
术研发与牡丹瓷专业技术人员千余人。在他
的带动下，形成了一个具有工匠精神的团队，
并开创性打造出牡丹瓷文化创意产业，涉及
城市艺术、家装艺术、陈设艺术、特色日用、特
别定制及饰品等诸多领域，不仅带动一方群
众就业，取得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且
在中国陶瓷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成为一支异
军突起的新兴力量。

如同当年爷爷对自己倾囊相授陶瓷烧制
技艺，李学武对年轻人也毫无保留。他的团
队深挖河洛地区历史资源，结合年轻人喜好
推出“小花匠”饰品系列，又是中国陶瓷领域
的一大突破。他的团队让牡丹瓷绽放在指
尖、颈间，花朵直径最小仅2厘米，每朵花花
瓣可达20余瓣。

创新永无止境，经过 20 多年的不懈追
求，李学武和他的团队又打造出中国陶瓷领
域一个全新的品牌——牡丹彩。这种技艺融
合中国陶瓷领域众家之长，例如醴陵的釉下五
彩、景德镇的粉彩和珐琅彩等，集众多釉彩和
塑型工艺于一身，是一种多色繁复、圆润立体
的创新彩派。因其师法于牡丹、诞生于洛阳，
故而得名牡丹彩。牡丹彩的成功也离他“让
中国陶瓷重回世界之巅”的宏愿更近了一步。

去年，李学武为俄罗斯一个葡萄庄园定
制 2000 件牡丹瓷，把深受俄罗斯人喜爱的
葵花和中国人喜爱的牡丹呈现在一起，中间
点缀着饱满圆润、晶莹剔透的葡萄，大胆用色
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两种不同的文化在这
一小小的瓷盘上得到完美的呈现和交融。

以牡丹瓷为载体，用中国文化表现不同
文明文化的风情特色，这是这位大国工匠对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注解，也是让世
界重新认识中国瓷器，以牡丹瓷现象对文化
自信的生动作答。

洛报融媒记者 李砺瑾 通讯员 林峰 吕
飞龙

““来自洛阳的国礼来自洛阳的国礼””在第在第2121届东博会上大放异彩届东博会上大放异彩，，背后是唐白瓷背后是唐白瓷
烧制技艺非遗传承人烧制技艺非遗传承人、、牡丹瓷创始人李学武牡丹瓷创始人李学武3030余年的不懈努力余年的不懈努力

永不凋谢的牡丹花永不凋谢的牡丹花
文化自信的名片文化自信的名片

活动现场

公益助学活动走进栾川县狮子庙镇中心小学

李学武专注创作李学武专注创作（（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