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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陶瓷文化的艺术盛宴， 一次

省校合作的同频共振。

4

月

22

日，山西

省启动“人到山西好风光”人才宣介上

海专场活动。 活动采用“主场

＋

分场”

模式，主场由山西省委组织部牵头，会

同省直部门及

11

个市组织开展了专场

宣介会、人才引进恳谈会等活动。 分会

场由

11

个市结合本地资源优势， 进入

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10

所高校及有关企业、 医院等， 开展

“双招双引”“校园招聘”、非遗项目、文

旅产品等

70

余场系列活动。

校企一家，人才涌动

随着

2022

年“怀仁陶瓷”入选被

山西省首批“重点专业镇”以来，怀仁

市在省委省政府、 朔州市委市政府的

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乘势而上，紧

紧围绕打造百亿级高端陶瓷产业集群

的目标，积极绘制陶瓷专业人才蓝图，

全力推进陶瓷专业镇建设， 全力向全

国有影响力的产业名“镇”迈进。 到目

前，全市共有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3

人，

省级陶瓷艺术大师

19

人， 朔州市工艺

美术大师

4

人。

4

月

23

日，在上海交通大学霍英

东体育中心的朔州特色产品文化展区

内人头攒动，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

非遗项目、文旅产品，让各县（市、区）

的地方文化“活”了起来。 其中，怀仁陶

瓷艺术品和高端日用瓷吸引了大批师

生驻足观赏、流连忘返。

李一非是一位从怀仁考入上海交

通大学、 目前正在读研二的学生，他

说，来交大六年，今天能在学校看到和

家乡有关的展览，特别兴奋，有一种浓

浓的归属感。 他说：“其中让我印象深

刻的是我们家乡陶瓷的发展。 怀仁是

‘中国北方日用瓷都’， 家乡陶瓷业的

发展令我大受震撼， 同时我也感受到

了浓浓的自豪感。 ”

上海交通大学大二学生杨曜珲表

示 ，“我从怀仁一中毕业后来这里求

学，今天在体育馆外看到‘人到山西好

风光’的这几个字，内心特别激动。 看

到家乡怀仁的陶瓷、 羔羊肉现在发展

的这么好，对家乡有了重新认识。 我希

望能更多的向老师们、 同学们介绍家

乡的发展， 推荐我的朋友们来这里参

观， 见识怀仁乃至山西发展的蓬勃动

力。 ”

怀仁陶瓷始于春秋， 兴于辽金，盛

于明清，有“惟陶埴一技，独擅北方”的

美誉。 目前， 怀仁市拥有陶瓷企业

53

家，陶瓷生产线

123

条，年生产能力达

35

亿件， 日用瓷占全国同类市场份额

的

8%

左右， 是“中国北方日用瓷都”

“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全国重要

的日用陶瓷生产基地之一。

文化交融 理念深化

为了让高校师生们近距离感受怀

仁陶瓷的魅力， 来自该市的陶瓷大师

们通过现场演示， 与大家分享自己作

品的创作理念，讲解陶瓷绘画技巧、非

遗文化，交流怀仁陶瓷的千年文化。

演示展台前，

6

岁的李祯一手举着

碗，一手拿着画笔在碗上作画，吸引了

不少观展师生的目光。 据她的父亲李瑞

峰介绍，到李祯这，已经是怀仁市“黑釉

窑变”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 李瑞峰说：

“这次我们工作室带来了一些具有特色

的产品， 我们复烧了怀仁窑一些比较有

名的釉种，像油滴釉、铁锈斑釉等，这次

也把一些成品带过来作为交流和展示 ，

让更多的人了解‘黑釉窑变’这项古法技

艺， 坚持做好祖辈们一百五十多年来对

窑火技艺的延续传承。 ”

四耳如意瓶、曜变釉玉壶春瓶、油滴

釉七头茶具、 鎏金茶盏……大师作品供

现场师生品鉴， 为师生营造了难得的欣

赏陶瓷艺术珍品、了解陶瓷艺术文化、非

遗文化的机会， 一颗颗传统文化的种子

在高校师生的心底种下、发芽。

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李石志说：“我

们随山西展团来到上海交大， 来展示我

们怀仁的特色陶瓷产品。 怀仁陶瓷文化

渊源历史悠久，底蕴深厚。 上海交大是一

所比较知名的文化殿堂， 我们来了以后

与老师们、学生们进行交流，对我们将来

陶瓷创作也有好处。 我们可以接受一些

新的理念， 争取将来在新作品的创作上

有所提升。 ”

陶瓷文化进高校， 既是政府通过与

高校人才沟通，助力挖掘地方特色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多的现实价值和未来

意义，让学生能够真正“热泪盈眶”，也是

通过文化交流， 吸引更多学子人才认识

充满活力的发展新城， 进一步在科技成

果转化、人才培养引进、农产品销售等多

方面开展省校深度战略合作， 持续带动

地方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推动怀仁

市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

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怀仁市工业与信息化局副局长王旭

东表示，“此次我们组织陶瓷、羔羊肉、小

杂粮企业参加‘人到山西好风光’进上海

交大专场活动。 各参展企业带着最新产

品、特色产品、拳头产品布展，预期通过

展会扩大自身影响力，吸收新客源，提高

怀仁产品的知名度， 助力朔州特色产品

文化在校园‘出圈’，向青年讲好文化故

事。 同时，希望通过此次特色产品文化进

校园的活动， 吸引一批优秀青年才俊集

聚怀仁，聚集朔州，扎根山西，共同为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动能。 ”

省校合作正逢其时， 特色产品文化

进校园活动为深化省校合作架起了良好

的桥梁。 怀仁市委人才服务中心办公室

主任袁益民说：“此次展览活动我们共带

来产品

480

余件，其中陶瓷艺术品

85

件，

出自李增平 ，麻渊 、王利等

19

位大师之

手。 希望通过活动能让更多师生感受怀

仁陶瓷特色文化，不断扩大怀仁市的‘朋

友圈’，带动更多人才走进怀仁，关注怀

仁，建设怀仁，为该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人

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

下一步， 怀仁市将继续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山西省、朔州市关于人才工作的

部署要求，积极探索并创新工作举措，坚

持人才强市战略，扎实推进省校合作、建

设“

12

大基地”，打造“引、育、用、留 ”人

才服务生态链，全方位营造爱才、重才、

惜才的环境， 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提供

最大诚意、最优服务，充分释放人才创新

创造活力， 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赵国恒 王荣 王晓丽 乔宇君）

山西怀仁

省校合作赓续千年窑火

陶瓷之光绽放上海高校

相关阅读

自古以来，北出雁门关，从杀虎口

走西口，怀仁吴家窑都是必经之地。 这

个小镇的繁华， 不仅仅因为地理位置，

还有一个更亮的点，那就是它千年不熄

的陶瓷窑火。

怀仁窑虽然没有五大名窑声名显

赫，在中国陶瓷界也占据重要的一席之

地。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辽代怀仁窑油滴

盏，就是这里千年前的产物。 曾经创作

绝代风华器物的老艺人们，在窑火薪传

的清风中已然远去，而山腰的古窑遗址

总是不让我们失望。 我小心翼翼地把明

清年代瓷片上的泥土擦拭干净，黑釉白

釉一样耀眼，数百年的尘封，也没能减

去它一毫光泽。 更让人心动的是彩陶碎

片，那古朴素雅的纹绘，把怀仁的制陶

历史上溯至仰韶文化时期。

走进洪涛山的大峪口，几十里群山

对峙，沟谷蜿蜒，吴家窑恰似一个葫芦，

中间豁然开朗。 山腰的高岭土是陶瓷的

优质材料，山下就是煤矿。 物华天宝，地

灵人杰，这里的人们制造出各式各样的

碗、碟、盘、盏、缸、盆、罐、壶、盒、杯、匙

以及工艺品等瓷器， 成为千年来山西、

内蒙古、河北和陕西等地人们的日

用品。 据说，早年山西怀仁吴家窑

商人在天津经营瓷器，规模不断扩

大，形成了一条以吴家窑命名的大

街，至今依旧繁华。

新中国成立初期， 这里的十几

座陶瓷窑组成公私合营的合作社，

后来改造成集体所有制的吴家窑陶

瓷厂。 扩大了规模，开发出越来越多

的产品，从传统技艺到现代化，吴家

窑陶瓷厂传承弘扬着具有鲜明北方

特色的怀仁窑陶瓷生产艺术， 成为

山西省第一家陶瓷产品出口企业。

我们驱车数十公里， 来到大运

公路南北串起的三个陶瓷生产园

区。 大峪口仿佛宝葫芦的嘴，它们就

是从吴家窑这个宝葫芦里倒出来的

颗颗珠宝。 现在，怀仁市的

50

多家

陶瓷厂年产日用瓷近

40

亿件，将近

占全国日用瓷产量的一成， 被中国

轻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北方日用

瓷都”称号，“怀仁陶瓷”成为中国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前面就是云东生产园区，我们

停下来， 走进亿家亲陶瓷厂的百米车

间，观摩一条龙作业，起头磨料，和泥，

然后坯子上自动生产线，成型、洗坯、上

釉 、印花 ，直到烧成 ，都在一个车间完

成。 生产环境非常洁净，他们早就淘汰

了烧煤和自制煤气，用上了天然气。 经

理刘敏介绍，他们厂有这样的

3

条生产

线，每天生产

30

多万件瓷器。

陶瓷工业园区的每一条路上，都看

得见大型汽车排队装货。 各个厂子外面

的一条条宽阔的街道上，两边停满小轿

车。 门卫说，汽车一天比一天多，好像路

上的车都往这里开，几年前门口只有四

五辆，现在，发愁这些车将来去哪里停。

工人们的汽车和摩托车此增彼减，周边

的楼市也因为他们而火爆起来。

怀仁是一个

30

多万人口的县级

市，从事陶瓷行业的就有

4

万多人。 玲

珑剔透的瓷器，稳稳当当托举起重重的

民生。 说起从业人员，我想起刚刚去过

的“陶瓷

e

镇”。 为促进电商销售瓷器，

市里提供场所，吸引了数十家电商在里

面直播销售，下单发货日夜不停 ，成了

拓展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

说起当年吴家窑陶瓷厂生产的茶具被

人民大会堂定为专用茶具， 怀仁市陶瓷协

会秘书长、老厂长马友说，我们的瓷器不仅

受到业界的肯定，还得到外国市场认可，上

世纪

60

年代就出口亚非拉十几个国家，现

在，五大洲都有人在使用怀仁的瓷器，我们

按照不同国家、民族的风格开发产品，特色

器形花样的日用瓷受到广泛认可。

这里去年被省里确定为陶瓷特色小

镇。 园区路两侧市里作了统一规划设计，各

厂负责在自家院墙外建门面房， 用来展示

产品，宣传陶瓷文化，开发延伸市场。 仿古

两层楼端倪初现， 上面金碧辉煌的琉璃构

件，也是园区内的琉璃瓷厂的产品。 路东又

一个大工地，在建几个大体量的场馆，是陶

瓷展览馆等专门的陶瓷展会文化设施。

产业发展离不开文化支撑延续， 小镇

还是雏形， 而城北的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

院喜气洋洋 ，

3000

多名师生正在准备迎接

学院的

5

周岁生日。 那是山西省唯一的一

所集教学、 科研和实训为一体的陶瓷专业

院校。 我们都有同感， 怀仁的陶瓷文化建

设， 必将对其产业升级增效产生无尽的动

力。 （据山西新闻网）

窑火火怀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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