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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蹚出运城新路观 察

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的砚台，自古以来就受
到文人墨客的喜爱。而在中国四大名砚中，绛
州澄泥砚是其中唯一泥砚，占据着独特的地
位。

到了清代，绛州澄泥砚的传统制作技艺失
传。1986 年，新绛人蔺涛在父亲蔺永茂的带
领下，经过近 10 年的摸索后，终于使绛州澄
泥砚重放光彩。1994 年，他们烧造的绛州澄
泥砚获得“94 中国名砚博览会”金奖。2006
年，绛州澄泥砚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2008 年，蔺氏绛州“澄泥砚制作技艺”入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与此同时，媒体的宣传报道相继而来，绛

州澄泥砚先后登上央视 《跟着书本去旅行》
《非遗里的中国》 等多个栏目以及 《人民日
报》、山西电视台等多家媒体……

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荣誉，给了蔺涛及其团
队更大的信心，古中国系列、红色文化系列、

“一县一砚”系列等砚台相继诞生，绛州澄泥
砚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但如何将“非遗效应”
转化为“非遗效益”，如何让古老的非遗技艺
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下去，依旧考验着蔺涛及其
团队。

忽如一夜春风来
金杯银杯收囊中

今年 5 月，灵石县王家大院，《非遗里的中
国》电视节目在此拍摄。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
霁翔拿起一方绿色的砚台，爱不释手。这块砚
台非常漂亮，温润如玉，雕刻精美。绿色的砚台
之前只在文献中有过记载，没想到被蔺涛的儿
子蔺霄麟烧制出来了。

说话间，蔺霄麟又举起一方砚台，呵了一口
气，这方砚就能直接研磨了，让主持人龙洋、蔡
国庆等人赞叹不已。

“儿子设计烧造出来的作品要更潮一些，观
感比较好，曾有人评价我和父亲是用中国语言
解读中国故事，儿子则是用世界语言解读中国
传统文化。”蔺涛对儿子的作品非常满意。

一方砚台，凝聚的是三代人的心血。
选泥、采泥、澄清、过滤、陈腐、做坯、阴干、

雕刻、打磨、烧制、精修，十余道工序，历时近 1
年，成品率却只有 30%左右。这让许多初学者
望而却步，然而蔺氏祖孙三人，却为了这份技艺
的传承，坚守了 30 多年。这样的坚守，也为他
们及其团队带来了诸多的荣誉——

2019 年 12 月，时任山西省委书记楼阳生在
巡馆第四届山西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时指出，
珐华器、推光漆、绛州澄泥砚是当之无愧的“山
西三宝”。

2015 年 5 月，蔺涛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
“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019 年 3 月，被授予“轻
工大国工匠”称号；2021 年 12 月，获评 2020“三
晋工匠”年度人物；2022 年 8 月，被评为第八届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今年 1 月，被评为“中国文
房四宝行业领军人物”，拿到了该行业天花板级
的荣誉。

今年 2 月，蔺霄麟被评为“2022 年度文房四
宝行业青年之星”，6 月荣获“2018—2022 年度
山西省工艺美术行业优秀从业人员”荣誉称号，
8 月被授予“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山西省陶
瓷新秀奖”荣誉称号。

今年 2 月，蔺涛徒弟张迎利、蔺麦玲等人被
中国文房四宝协会授予“全国澄泥砚雕刻技术

能手”称号，聂俊辉被授予“全国文房四宝行业
技术能手”称号；8 月，蔺涛徒弟、绛州澄泥砚研
制所高级工艺师范友良荣获“山西省陶瓷艺术
大师”称号……

目前，绛州澄泥砚研制所 40 多人的团队
中，有 1 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两名省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 名市级代表性传承人、1
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3 名中国文房四宝制砚
艺术大师、3名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

不光如此，绛州澄泥砚也吸引了中央电视
台、人民日报、山西电视台等媒体争相报道。
2020 年 10 月，央视纪录片《跟着书本去旅行》专
门为绛州澄泥砚录制了两期节目；今年，央视

《非遗里的中国》栏目再次找到了他们……
蔺涛与蔺永茂让绛州澄泥砚重放光彩，让

一方砚台继续讲好中国故事；蔺霄麟在此基础
上进行创新，让绛州澄泥砚有了现代的表达；徒
弟们也争相追赶，做好传承与守护。一路走来，
他们荣誉等身，却从未停歇。

路漫漫其修远兮
蔺氏上下去求索

有了这一系列的荣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到了绛州澄泥砚，它的名声越来越大。行业的
推崇、媒体的报道、书法爱好者的探寻，一拨又
一拨的人纷至沓来，也为澄泥砚带来了相应的
市场效益。

“我们用 10 年的时间，设计、烧造出的‘一
县一砚’系列，覆盖了山西省的 117 个县，每一
方砚台都涵盖了所在县的文化特质。”蔺涛介绍
说，“譬如永济市的‘鹳雀楼’等等，让人有了文
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市场反响特别好，总是卖断
货。”

质地细腻、呵气生津，贮水不涸、历寒不冰，
发墨而不损毫。中国四大名砚中，端砚、歙砚、
洮砚均为石制品，唯有绛州澄泥砚属于陶制品

但又高于陶制品。
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技艺，与其制作原料

和工序分不开。制作绛州澄泥砚的泥土来自汾
河两岸，但不是所有的泥都能用，只有经得起风
浪的细腻河泥才可以，所以要不断地选泥、采
泥。泥采回来后要澄清、过滤，只有那些可以穿
透毫米级空隙的泥才能进入下一环节。而随后
的“陈腐”工序，至少需要经过 6个月时间……

物以稀为贵。严苛的原料选取、繁复的程
序，颇费人工，加之较低的商品率，导致了绛州
澄泥砚较高的成本，因而绛州澄泥砚的市场并
没有完全打开，效益也并没有达到预期。

“说来有些惭愧，总觉得有负盛名。虽然一
些系列的砚台很受市场欢迎，但总体来看，没
有达到期望值。”蔺涛的话语中透出些许无奈。

“不过文化事业嘛，要慢慢来。”多年来，蔺
涛自主研发了数十个系列产品。除了“一县一
砚”外，他还从当地历史故事中寻找灵感，创作
了嫘祖养蚕砚、舜吟南风砚等古中国系列砚；为
庆祝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设计了 100 方造型各
异的荷塘月色砚；为弘扬革命文化和时代精神，
制作了红色革命圣地主题、廉政主题等红色系
列砚。

在蔺涛看来，虽然前路漫漫，但只要团队潜
心钻研，就一定会越来越好。“一定要想方设法
留住人才，有了人才资源，这项非遗才能长久地
传承下去。”为了更好地传承发展，蔺涛用心培
养学徒、组建团队。

41 岁的张迎利就是其团队中的一员。张
迎利 18 岁拿起雕刻刀，从事砚雕已有 23 年。“我
在这里的时间要比在家多得多，因为在这里，我
的人生价值得到了体现。雕刻的时候，我能感
觉到自己的内心非常平静，还能感受到古老非
遗带来的魅力。”张迎利的话语中充满力量。

蔺涛的徒弟当中，大多学历不高，但凭着这
门手艺，他们不仅能够养家糊口，还拿到了许多
行业里的荣誉，这大大提升了他们的获得感，也
让他们有了继续走下去的信心。

为了提升团队成员的专业技能、拓宽他们的
艺术视野，蔺涛定期选派业务骨干赴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等知名院校进行学习深造。“哪怕去了学到
的只是一句话，对他们来说也是有意义的。”蔺涛
直言。

蔺涛的众多徒弟当中，也包括蔺霄麟。留学
归来的蔺霄麟，运用自己父辈传授的经验以及在
国外学到的知识，大胆创新，采取调整窑温等方
法，使绛州澄泥砚的颜色从原来的 3 种增加到 8
种，并在设计上注入了更多的青春元素，烧造出多
种受年轻人喜爱的“时尚砚台”。

“这组作品叫作‘星辰大海’，设计运用的水纹
元素代表大海和波涛汹涌的梦想，星辰采用北斗
七星围绕北极星轮回旋转的设计，寓意在追梦拼
搏的同时，要记得那个陪伴在你身旁的他（她）。”
张迎利对蔺霄麟的作品很是欣赏。

今年上半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五十届全国文
房四宝艺术博览会上，星辰大海系列，以及蔺霄麟
设计的云水、才子、玲珑、福兔迎春等其他系列砚
台大受欢迎，现场售出 200余块。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商”海

“这款是玲珑系列的，造型比较简洁，以圆
形和方形为主……”走进绛州澄泥砚文化艺术
园，主播杨智琪正在为直播间的观众讲解手中的
砚台。

开网店、做直播，是蔺霄麟提出来的。今年
33 岁的他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通过网店、直
播等，让绛州澄泥砚走入更多年轻人的视野。

“他开直播已经有两年了，组建了一个 9 人的团
队，做得相当不错，很多指标在同行业的网店中
位居榜首，为绛州澄泥砚打开了网络市场。”蔺
涛对儿子的做法非常支持。

虽然目前的砚台市场还不是很大，但市场已
经在逐步打开，市场认可度也在逐渐上升，蔺涛

对此并不是很担心。
“对 我 们 来 说 ， 更 大 的 困 扰 ， 一 是 侵 权 问

题，二是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蔺涛坦言
道，“市场上的‘逆淘汰’，也就是‘劣币驱逐良
币’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许多企业盗用我们的作
品图片，打着我们的招牌吸引顾客，给我们造成
很大的损失。”

侵权等乱象是困扰诸多文旅企业的大难题，
但即便如此，蔺涛认为，在清除障碍的同时，还
要继续前行。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目前，绛州澄泥砚文化园一期已经竣工，
二期马上建设完成，我们计划申报 3A 级旅游景
区。”绛州澄泥砚文化园项目，是蔺涛对未来的
第一个展望。

该园区占地面积约 27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0000 多平方米，园林面积 15000 平方米。园区
具备多项功能，既是绛州澄泥砚等各种非遗项目
和特色文化的展销窗口，也是以国家级非遗为龙
头、带动其他非遗项目共同面对游客的产业园
区，还可以免费举办书画文化展览交流的沙龙，
并可作为非遗技艺的生产性保护基地、非遗传承
人的培训学习基地和文化创意基地。

走进园内，可以看到绛州澄泥砚、云雕、木
版年画、石雕、玉雕、宫灯、面花等 20 余种非
遗技艺项目的展示与销售。为让众多的非遗文化
企业进驻园区，新绛县因势利导，指导绛州石
雕、绛州木版年画等多家非遗文化企业入驻，使
之成为“新绛传统非遗文化中小微企业文化双创
基地”和“新绛县传统非遗文化研学基地”。

此外，政府还拿出专项资金，对入驻的中小
企业给予专门奖励，在园区组织开展了非遗+文
旅、非遗+会展、非遗+教育、非遗+文创、非
遗+电商等活动，通过文旅融合、抱团发展，推
动当地文化产业形成集聚优势。

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指导下，绛州澄泥砚文化
园目前已经入驻 30 余家传统非遗企业、个人独
资企业、个体户等，已经成为集文化交流、非遗
展演、艺术展示、休闲娱乐、旅游观光等于一体
的文旅融合发展的文化产业集群园区，实现了由

“观光游”到“文化深度游”的转变。
蔺涛对未来的第二个展望，是加强关于绛州

澄泥砚的研学交流。记者看到，在绛州澄泥砚文
化园，蔺霄麟专门开辟出一间研学教室；在直播
间里，许多学生烧造出的小砚台也同样受到观众
的喜爱。

“除了吸引学生来绛州澄泥砚文化园进行研
学外，我们还计划推出一个专门的生产线，针对
学 生 这 个 群 体 ， 烧 造 出 一 些 适 合 他 们 的 小 砚
台。”蔺涛神采奕奕。

与此同时，蔺涛还提出了“非遗技艺进校
园”的建议。他希望搭建平台，以就业为导向分
期分批在高职院校开设非遗相关专业，将非遗作
为专业学科，让在校学生学习相关知识，建立非
遗理论和研学体系。

“未来，我们将为高校师生研学和社会实践
提供更好的条件，也期待通过跨界合作带来更多
的创新活力，将绛州澄泥砚打造成一张闪亮的文
化名片。”蔺涛说。

除此之外，蔺涛还希望企业能够上市，力争
做到专、精、强，“山西目前还没有一家非遗文
化企业上市，我们就想蹚出一条新路来。”蔺涛
说道。

千年非遗，既需要传承，也需要创新；既要
能“走得出深闺”，也要能“跟得上时代”。面对
瞬息万变的市场，传统非遗企业在奋力奔跑、逆
风飞翔。

““非遗效非遗效应应””如何转化为如何转化为““非遗效益非遗效益””
——绛州澄泥砚的新实践与新探索

本报记者 王新欣

本报讯（记 者 范 娜 金玉敏 通 讯 员
王怡维）前不久，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对临
猗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在 2022 年全国遴选
建立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示范推广基地工
作提出表扬。

近年来，临猗县以满足农民科技需求为出发
点，将农技推广服务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
过建立健全农技推广机制，培育农业科技示范主
体和示范基地，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大力推进农技
推广体系建设，基层农技推广服务效能明显提升。

一是强化队伍建设。成立基层农技推广补助
项目工作技术指导组，立足产业实际，定期组织专
家教授，开展产业技术指导服务及技术培训。累
计遴选 20 名特聘农技员，涵盖畜禽养殖、冬枣、苹
果等产业，“面对面”对示范主体进行技术指导，有
效提高全县农业的含金量、含绿量和含新量。每
年组织 30 名以上基层农技人员参加能力提升培
训，基层农技推广人员服务能力明显提升。深入
实施“万名农技人员进村入户”行动，做到一村一
名农技人员。组建省、市、县三级联动三队包联服
务专家团队，畅通“微信+”服务，做到即时咨询、
即时解答。

二是强化示范带动。依托县内示范农民合作
社、家庭农场，累计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59 个，
组织制定江石榴丰产栽培等 5 个技术规程，培训
农户超过 10 万人次。加强“中国农技推广”App
应用，基层农技人员使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农业技
术服务比例超过 90%，全县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
超过 95%以上。坚持“三餐并举”，采用课堂授课、

田间实训、外出观摩相结合的方式，累计培训高素
质农民 16522 人，示范带动周边农户运用新技术、
新模式、新品种。

三是强化服务指导。通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
地头指导，把主推技术、主推品种、技物配套等落
在实处。突出品种优势和技术优势，大力发展特
色农业产业，实现种植业增产增收，全县种植粮食
44 万亩、产粮 1.69 亿公斤，发展蔬菜种植 5.3 万
亩，出栏生猪 60 余万头。推广补贴新型机具 2400
余台（套），小麦、玉米全程机械化率分别达到 96%
和 98%，全县农业机械化综合水平达到 78.2%。加
强“三品一标”建设，共培育无公害农产品 51 个，
绿色食品 29 个，有机农产品 1 个，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产品 4个。

四是强化成果转化。基层农技推广项目实施
以来，一批支撑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的质量安
全、节本增效、生态环保的优质绿色高效技术模式
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大麦水稻“一年两作”种植
技术、夏播玉米简化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现代苹果
矮砧集约栽培技术、鲜桃“三减一增”生产技术、猪
粪尿全量还田技术、农作物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
等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全县粮食作物新技术到位
率达到 95%以上，新品种到位率达到 98%以上，统
防统治覆盖率达到 57.09%；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5%以上，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4.06%，也入
选“第二批全国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百
强县”。特别是今年 5 月，全省酿造专用大麦产业
发展研讨会在临猗县成功召开，大麦种植实现了
订单化生产。

临猗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突出“四个强化” 提升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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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围绕盐湖采取一系列
举措，不管是“退盐还湖”等生态保护行
动，还是深化盐文化与旅游融合项目，都
以“盐”为立足点，深度挖掘盐湖新时代
的发展潜力。

图① 改造完成后的盐化工业遗址
项目。

图② 夜幕下的河东池盐博物馆。
图③ 夜幕下人流涌动的盬街。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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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绛州澄泥砚文化园俯瞰图。 图② 技术工人在精心修饰绛州澄泥砚。 图③ 女主播在直播销售绛州澄泥砚。
本报记者 常 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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