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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中共镇平县委书记 史焕立

《镇平玉雕志》的出版发行，是全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全县玉雕人的

好事、喜事!

镇平是国家命名的“中国玉雕之乡”，玉文化源远流长，玉雕加工历史悠久，玉雕大师层

出不穷，创作新秀如雨后春笋，精品佳作接连迭出。千百年来，在这块美丽、神奇而又富饶的

热土上，形成了底蕴丰厚的玉文化积淀。改革开放以来，镇平玉雕产业步入了一个兴盛阶段，

成为县域经济的一大特色支柱产业和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一张靓丽名片。尤其是近几年来，

镇平县以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为主线，围绕建设“经济富裕、生态良好、社会和

谐”新镇平的奋斗目标，做出了一系列_丁作部署，把玉文化产业列入县委、县政府的重要议事

日程，使镇平县玉文化产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健康发展。2008年12月，镇平被省委、省政

府确定为全省首批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之一。20l 0年初，镇平玉雕荣膺“中国新锐城市名

片”。

为了追溯镇平玉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传播镇平玉雕精湛的传统工艺，记载历代玉雕杰出

人物，记述玉雕业发展过程中的大事要事，弘扬大师、商贾的创业精神和建设家乡的真挚情

怀，推动镇平玉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和玉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建设，县史志办围绕中心，紧贴

大局，克服资料匮乏、调访艰辛、人员较少、经费紧缺等困难，于2009年9月份开始启动《镇

平玉雕志》的编纂工作，历经一年的时间，广征博采，精推细敲，反复撰修，今日工竣，展现

在大家面前。

《镇平玉雕志》是一部综合性的玉雕专业书，也是全国第一部玉雕专业志书。它以辩证

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大量翔实的文字、准确的数据、精美的照

片、严谨的图表和典型的人物，反映了镇平玉雕产业的发展轨迹，展示了近年来县委、县政府

做大做强玉文化产业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镇平玉雕人永不止步、孜孜不倦的追求，客观、真

实、准确地记述了镇平玉雕的起源、发展和昌盛等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状况，突出了时代特

点和地方特色，达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它为今后镇平玉文化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是一部益于当代、惠及子孙的集历史资料、生产技术和艺术欣赏

于一体的玉雕教科书、工具书，必将在全县玉雕历史传承、玉文化产业乃至整体经济社会发展

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我谨代表全县人民向《镇平玉雕志》全体编纂人员，致以衷心的感

谢!

“乱世黄金盛世玉，国强民富正当时”。愿勤劳、智慧的镇平人，在今后的征程上抢抓机

遇、锐意进取、再接再厉，谱写出更加辉煌、绚丽、灿烂的新篇章!

二。一。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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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镇平县人民政府县长 王书祥

镇平是中华玉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著名的“中国玉雕之乡”。玉雕作为镇平经济发

展的特色富民产业，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尤其是历届县委、县政府的正确引导和大力培育，镇

平玉雕经过吸纳古今、博采众长，使玉文化得到了不断积累、创新、丰富和完善。镇平玉雕由

传统的家庭作坊、落后的手工生产模式，发展到现在的集约经营、区域开发、规模发展和机械

化生产的全新格局。目前，全县共有玉雕加工企业10000多家，各类经营门店20000多个，包

装企业10()余家，大型玉(石)雕专业市场15个，形成了以玉神公司、神圣公司等规模企业为

龙头，以加工小区和专业市场为龙身，以专业村、专业户为龙尾，以“玉神”等品牌为纽带，

相对完备的产业体系。全县玉雕产业年创增加值超过35亿元，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50多

个国家和地区，年直接出口成交额3亿元以上，出口额占河南省同类产品的80％以上。镇平玉

雕的产业特色和富民效应日趋明显，先后被命名为“中国珠宝玉器首饰行业特色产业基地”和

“河南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镇平玉雕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010年元月，镇平玉雕荣获“中国新锐城市名片”。尤其是2008年以来，镇平县委、县政府

抢抓被确定为河南省首批8个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这一历史性发展机遇，按照创意引领、产业

支撑、项目推动、文化注入的总体思路，成立了高规格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聘请北京大学

文化产业研究院对玉文化试验区进行策划规划，高起点启动建设5平方公里的产业核心区、

25平方公里的产业辐射区，论证储备各类重点项目70个，总投资120亿元，并先期启动了国际

玉城、天下玉源、玉文化主题公园、中原石雕城、玉雕大师创意冈、职教集团和玉文化博物馆

改扩建等七大重点项目。力争通过10年的努力，把镇平打造成全国最大的玉产品加工销售基地

和中华玉文化研究传播基地，打响“中华玉都”大品牌。

为更好地传播弘扬玉文化，了解镇平玉雕发展的历史，促进玉文化与玉产业的融合互动，

最近，县史志办组织人员对镇平玉雕进行全面挖掘、筛选、总结和整理，即将出版《镇平玉雕

志》。此书内容通俗易懂、信息量大，汇集了镇平玉雕的起源、种类、用途、制作工具、工

艺，企业、名人及精品介绍等诸多方面，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可读性、史料性、宣传性和传承

性。相信此书的编纂出版，必将对提高镇平玉雕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助推镇平玉文化产

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和深远的影响!真诚地希望镇平玉雕文化产业以此

为新的起点，再创新的发展辉煌!

二。一。年十一月



凡例

一、《镇平玉雕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xg：J,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手法，遵循古为今用、详今略古原

则，继承志书体裁，严格志书体例，实事求是、客观全面、准确系统地记述镇平县玉雕起源、

发展与繁盛不同时期生产技术与产品种类、生产加工与市场销售、产业发展与文化内涵、产业

政策与名人名企等历史与现状，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根据史料追溯至事物发端，下限截止2010年。

三、本志书以科学分类为主，兼顾社会分工，采用编、章、节、目体，共设6编、21章、

71节。总述、领导视察、大事记、附录不列入专志序列。

四、表述时以文字为主，辅之以图表，采取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以志

为主体。语言文字力求准确、朴实、简洁、流畅。述：运用总述中。记：以编年体为主，适当

运用记事本末体。志：以时间为序，横排竖写。传：主要记录对玉雕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已故人

物。图、表：依志所需，分别设置在各专志之中。录：为各编不包之要事。

五、人物编主要收录镇平籍不同时期对玉雕产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者，以及各级各类工艺

美术大师、玉石雕刻大师、玉雕新秀和在玉石、玉雕经营上规模大、有影响者。

六、语言文字力求规范化。文字以1984年10月10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公布的

《简化字总表》和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一

律使用规范字。

七、标点符号的使用，以1990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

署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标点符号的使用规范、统一。标示的组织、会议、事

件、活动、节日的名词和词组，不加引号。有特定的称谓或否定意思时加引号。书籍、文件、

文章、名称加书名号，不用引号。

八、称谓、地名均使用当时的正式名称，对人物直书其姓名，有的注明当时职务，不加

“同志”等称呼。

九、本志书资料主要来自相关乡、镇、街道办事处和县直部门，部分资料由县档案馆及社

会业内知情人员提供，相关专业部分内容参考了有关专业书籍，统计数字均采用有关部门提供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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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6年4月4日 原国家科委副主任郭树言(右二)到镇平县石佛寺

玉器厂视察工作。

1 991年4月22日至25日河南省省长李长春(右三)一行在镇平县县

委书记采绪兴(右二)陪同下，到镇平县珠宝玉雕大世芥等地视察工作，



—奢0———型——～

I 995年7月1日 国务院总理李鹏(右一)在中国}镇盘业第三届出口产

品博览会上，枣观镇平王雕产品。

2001年8月2日 河南省省委书记陈查元(右一)和省委常委秘书长李

柏栓到镇平县石佛寺玉雕湾进行视察。



塑兰塑窒——————蕾

2001年1 0月1 0日 河南省省长李克强(左日)、省政府秘书长刘其又等

一行在市县领导的陪同下，到镇平县石佛寺玉雕湾视察工作。

2004年7月l 2日 中共中央委自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t毒女会主任张维

废(前排左二)一行在河南省副省长王莉梅，南阳市市委书吧何东成、市长

黄兴维以及镇平县县委书记赵金疋等人的陪同下，视察镇平县玉t化中ro。



2004年1 0月12日

全国政体副主席孙孚

磕在镇平县县委书记

赵全文的陪同下，参

观镇平县玉丈化博物

馆井题词。

■

2004年1 0月20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左二)在镇平县县委副书记

王宛楠(左一)的陪同下，枣观链平县玉正化博物馆和玉雕湾。



塑L———扯

2005年9月22日 奎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左一)在镇平县县委书记趄

全文(左二)的陪同下参观玉文化中一o。

2005年1 0月2f日 最高人民捡察院检察长贯春旺(左三)在南阳可『市长

何东成(右一)、作家二月河(左一)的陪同下，到镇平玉王化中，x参观考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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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22日 原河南省省委书记侯宗宾(右二)一行在镇平县县委

梧记赵垒x(右三)的陪同下，到镇平玉五化博物馆参观．

2006年g月I 6日 全国“走工荚”河南参展作品和“陆子旧杯”玉雕精

品展开展仪式在镇平县玉文化博物馆隆重举行。中国宝玉石协会秘书长奥岩

(中)等专家寿参毒作品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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