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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面色彩绚丽红艳鲜明，杯口珐琅纹饰精
巧细腻……在 2024 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
会上，一套中国郎红与法国珐琅纹饰相结合的
咖啡杯，引得中外参展商驻足欣赏。

中法文化在一款瓷杯上的交融，也受到了
法国经销商的青睐。今年，正值中法建交 60周
年，这套咖啡杯远销法国。

这套瓷杯由景德镇华玉陶瓷研究院常务院
长程丽华设计，过去 20年里，她致力于研究生
产高温颜色釉陶瓷，与上百名景德镇各工序手
工制瓷技艺非遗传承人携手合作，在传统制瓷
工艺基础上创新出 20余项专利技术，将高温颜
色釉陶瓷的成品率从过去不足5%提高到60%。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让陶瓷艺术走进千家
万户。”程丽华说。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窑火不熄，
景德镇成就了依靠手工业支撑千年发展的奇
迹。今天，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汇，时尚与艺术
在这里碰撞，中外文化在这里交融互鉴，“千年
瓷都”正活力焕新。

10月22日，2024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
会落幕，共有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00余家陶瓷企业参展，在为
期 5天的时间里，还举办了景德镇论坛、景德镇
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发展论坛、中国
陶瓷艺术发展大会、全国大学生陶瓷艺术展、春
秋大集秋集等一系列活动。

自 2004年首次创办以来，景德镇国际陶瓷
博览会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商贸交易平
台、“以瓷为媒、对话世界”的文化交流平台。

夜幕降临，景德镇陶溪川的春秋大集秋集
上人群熙攘，上千个摊位前，挤满了来自世界
各地的陶艺家、摆摊的年轻创客、直播的网红
博主……

春秋大集秋集作为本届景德镇国际陶瓷博
览会的重点活动之一，吸引了上千名国内外手
工艺术家，其中500多名来自国外。

走进陶溪川文创街区，最直观的感觉就是
“老房子上长出了新房子”。在保留改造景德镇
原老瓷厂厂区的基础上，景德镇转变思路，用新
业态复活工业遗迹，打造青年创客个性表达的
创业就业平台，让“练摊”成了景德镇的一种新
文化。

来自湖北黄冈的年轻创客杨帆从 2018 年
开始扎根景德镇创业。她以陶瓷为原材料，以

花朵、蝴蝶为主要设计元素，推出陶瓷耳
环、戒指、发卡等穿戴瓷产品，月均销售
额在两万元左右。

“我希望陶瓷能为人们的日常穿戴
增添新意。”杨帆说，创意是赢得年轻消
费者青睐的关键，不断添加新元素，才能
跟上时尚潮流。

2016年至今，陶溪川文创街区已有
超2.5万人登记为创客。今年上半年，陶
溪川的营业额有1000多万元，超过了去
年全年的营业额。

“90 后”西班牙陶艺家乔曼在景德
镇浮梁县湘湖镇租了一栋民房，开设了
自己的工作室，将家乡巴塞罗那的白底
黑纹陶瓷，与景德镇传统青花瓷制作工
艺相结合。这次他把自己最近制作的
茶壶带到了春秋大集秋集上。

“现代陶艺是艺术家各玩各的，而景
德镇陶瓷工匠讲究分工协作，而且最可
贵的是这里的每道工序都向外来者开
放。”乔曼说，开放、包容是这座城市最独
特的气质。

如今，景德镇“洋面孔”越来越多，陶
艺家、策展人、陶瓷商人等应有尽有，他
们来到景德镇逐梦，也成为陶瓷文化“国
际范”的重要推手。

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
拥有“文化强磁场”的景德镇，已

成为世界体验中国发展、感知中国文
化的新窗口。目前，景德镇已与 72 个
国家的 180 多个城市建立友好关系，高
峰时 5000 多名“洋景漂”在景德镇安家
置业。

从古丝绸之路到共建“一带一路”，景
德镇以瓷器架起了中外交流的桥梁。2023
年 10月初，中国景德镇陶瓷官方旗舰店在
迪拜正式开业，为景德镇本土陶瓷企业提
供了对外文化交流合作交易新平台，助推
景德镇 173 家陶瓷企业出口，“景德镇制”不
断出圈。

“今天的景德镇，已经成为陶瓷创意的
‘大观园’，创新创造的新工厂；未来的景德
镇，还将不断用陶瓷文化讲好中国传统文化的
故事。”景德镇市委书记胡雪梅说。

新华社南昌10月22日电

新华社兰州10月22日电（记者王紫
轩）村卫生室里，村医何振鹏正给病患捻
针、熏艾。经过诊疗，深受关节疼痛折磨的
患者可以更好地务农、生活。

这里是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是“针灸
鼻祖”皇甫谧的故乡，他撰写的《针灸甲乙
经》是我国首部针灸学专著，为中医针灸学
奠定了理论基础。近年来，灵台县大力弘扬
针灸文化，县、乡、村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中医
药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何振鹏行医 20 多年，见证了村里中医
诊疗的变化。“村里的医疗场所逐步改扩建，
设置了中医药综合服务区，一次性无菌针灸
针、火龙灸、葫芦灸替代了简易的银针、艾
条，电针仪、艾灸仪这些电子理疗设备也越
来越多。”

何振鹏说，针灸、拔罐、刮痧、推拿等中医
适宜技术具有“简、便、验、廉”的特点，诊疗方
便、价格低廉，适合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习
惯。“我们定期巡诊，宣传中医养生理念，群众
更加关注健康问题，避免把小病拖成大病。”

记者从灵台县卫生健康局了解到，当地乡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实现中医馆全
覆盖，基层中医诊疗服务量逐年提高。依托定
期培训，全县所有村卫生室村医均能结合中医
适宜技术防治常见病、多发病。

“以前是土专家，现在是专业技术人员。”
何振鹏说，研究学习最新中医技术，已成为他
的习惯。

在灵台县皇甫谧中医院，针灸科主任李炜
平正和“95后”徒弟研讨技术。从甘肃中医药大
学针灸推拿学专业毕业的李炜平，入职后师从
院内两位“技术大拿”，迅速成长为重点针灸人
才。“师带徒是我院传统，能让人才更快适应临
床工作。”李炜平说。

“我们在天津设立了皇甫谧针灸康养实训
基地，每年还有去省内外三甲医院学习的机
会。”李炜平说，同时医院还引进名医定期坐诊，
开展讲座和临床教学。

通过不断学习，李炜平和同事们的中医诊
疗技术产生了质的提升。“我们掌握了前沿的小
针刀、埋线等技术，依托超短波、红外线等现代
科技加强针灸疗效。在治疗思路上，学会从人
体经络、解剖学等更宏观的层面考虑。”他说。

谈到未来，李炜平充满信心：“中医的治未
病理念等很符合当代的健康观，同时，我国已
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关节类疾病等老年病诊
疗需求逐年增加，这正是以针灸为代表的中医
适宜技术的优势领域。”

中医康养产业也为乡村发展提速助力。
在灵台县皇甫谧艾草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泡脚
粉、眼贴、养生枕等康养产品正加紧生产。“我
们优选本地艾草，培育本土品牌，研发20多种
产品，在全县推广种植艾草5000亩，带动了10
多个合作社。”甘肃溪河韵艾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傅娟说。

灵台县独店众鑫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理事长杨进福告诉记者，艾草种植管
理成本低，每亩地每年能有两三千元收益。

“2023年以来，独店镇艾草种植面积扩大了4
倍，是大家十分看好的增收渠道。”他说。

景德镇千年窑火焕新生
新华社记者黄浩然

10月18日，观众在2024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现场拍照欣赏。新华社记者周密 摄

针灸文化在基层中医
康养服务中绽放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