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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兰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秋实

日前，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宋家镇段
家村村民段学刚准备在家中操办儿子的
婚事，得知消息后，村里的红白理事会率
先登门帮忙张罗起来，从婚事新办、简办
出发，从账房理财到后厨操作、宾客接待，
每个环节都按照标准安排得妥妥当当，把
婚礼办得既不铺张浪费，又隆重温馨。“在
红白理事会的指导下，婚礼邀请亲戚好友
摆了 12 桌，一桌菜价仅有 500 元，酒价控
制在 30元，不仅让家里省了很多事，也避
免了很多不必要的开销，减轻了我们的经
济压力。”段学刚高兴地说道。

为有效遏制陈规陋习，着力解决农村
在婚丧嫁娶方面盲目攀比、大操大办、铺
张浪费等现象，宋家镇把红白理事会作为
提升文明乡风、推进移风易俗的重要抓
手，辖区 96个自然村均成立了由村干部、
德高望重的老人和志愿者组成的红白理
事会，负责指导和规范村中的婚丧嫁娶等
事宜。各村红白理事会成员广泛倾听村
民声音，共同商讨制定符合本村实际的红
白事章程，对村内红白事定下了“铁规
矩”，并上墙公示、志愿者入户宣传，让村
民入脑入心。

在陵城区丁庄镇大刘新村，村民围绕
高价彩礼、恶俗婚闹、大操大办、铺张浪费
等陈规陋习展开讨论，村党支部书记将村
民的意见与想法一一写在纸上，由大家举
手表决，统一意见，最后定稿。一上午的
时间，8条适合村情、代表民意的大刘新村
村规民约条款就出炉了。

丁庄镇按照“定规矩、立良俗”的工作
思路，将完善修订村规民约作为塑造文明
乡风、推进移风易俗的关键举措，组织全
镇 10 个行政村成立村规民约修订小组，
通过座谈会、入户走访、电话调查等方式
深入群众，以弘扬乡村正能量为引领，集
体研讨制定出符合本村实际的村规民约，
为村庄红白事、节庆祭祀活动等设立了

“硬标准”。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陵城区组织

开展一年一村一戏惠民演出活动，把移风
易俗优秀文艺作品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积极创作《天价彩礼》等移风易俗文艺作
品 20 余个，引导广大群众共同抵制陈规
陋习，培育文明乡风。

目前，陵城区实现了 678个村（社区）
红白理事会全覆盖，深入开展移风易俗系
列实践活动，破除陈规陋习，倡导喜事新
办、丧事简办、勤俭节约的文明新风尚，实
现“小组织”传播“大文明”。

山东德州陵城区

红白理事会“理”出好乡风

□□ 龚坚 钟艺春

走进广西象州县思高村的屯里·山涧
营地，只见青山依依，绿水潺潺，一顶顶露
营帐篷错落有致。游客们或围坐一起，品
味着村里特产象州茶的醇厚芬芳，或静坐
河边，享受钓鱼的闲情逸趣。当夜幕降临，
游客们欢歌笑语，尽享乡村之乐。

近年来，该村依托自身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以及悠久的茶文化历史，以茶
为媒，推进农文旅体康融合发展，全力打
造集茶叶种植、加工、销售、文化体验于
一体的茶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注入了蓬
勃活力。

思高村精准把握文旅康养消费新趋
势，全力打造“食、住、游、购”全产业链。围
绕“吃”，推出茶宴套餐、“社日”套餐、茶蓉

点心、古琶手打柠檬茶等特色美食。围绕
“住”，全力推进屯里·山涧营地网红亲子民
宿建设。围绕“游”，积极接轨“象州温泉—
古朴—大梭峡谷”精品乡村旅游线路，把村
里优越的自然条件融入全县全域旅游规
划。围绕“购”，深入推进“一村一品”工程，
建设农产品电商中心，开展带货直播 200
余场次，古琶茶、烟熏腊肉、甜龙竹笋干等
农产品的线上线下销售金额超150万元。

近年来，象州县的“象郡壮欢·吉象之
州”壮欢文化、“点亮象州”跨年荧光夜跑等
系列活动火爆出圈，象州十九怪、象州十大
碗、象州米饼、象州古琶茶、象州大米、象州
砂糖橘、中药茶饮等特色产品广受游客欢
迎。据统计，2024年1至9月，象州县共接
待游客461.78万人，同比增长10.51%；实现
旅游消费36.89亿元，同比增长3.37%。

广西象州县

以茶为媒推进农文旅体康融合发展

□□ 程诚 孙小东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刘集镇有一个
“百姓大舞台”，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
已成为当地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73岁的丁道兴老人站在舞台中央，表
演着自创的快板《党的二十大精神放光
芒》，他手持快板，声音洪亮，每一个动作
都透露出深厚的功底。观众们聚精会神
地观看着，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这里每隔两天就有活动，舞台又大
气，场场都好看，俺几乎每次都跟老伴儿来
看演出，太热闹了，真不孬。”家住刘集镇东
欣兴村的刘女士喜滋滋地竖起大拇指。

据介绍，今年刘集镇、村两级联动举办
“百姓大舞台”，组织村民登台献艺，通过多
样化的节目、接地气的内容、喜闻乐见的表
演形式，让乡村的夜晚“亮”起来、百姓乐起
来、乡味浓起来，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欣
赏到对口味的文化盛宴。

江苏徐州刘集镇

“百姓大舞台”上演乡味文化盛宴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现芳

当一个地道的农家汉子去画工笔
画，他能做成什么样？

河北宁晋是产粮大县，过去农民大
多靠粗糙的双手从“土里刨食”，这片土
地上缘何“生长”出如此精细雅致的工笔
画艺术？这位农家汉子如何走上艺术创
作之路？近日，记者来到宁晋县河渠镇
褚家庄村，和赵艳飞聊了聊。

坚定信心，以工笔画为生

今年 46 岁的赵艳飞，出生于褚家庄
村。他从小喜欢写诗、画画。初二那年，
他母亲因突发脑溢血而瘫痪。“那时候，
家里条件不好，俺爸教书，弟弟上学，需
要一个人来专门照顾母亲，我就主动承
担了这个事情。”赵艳飞说，从 1996 年开
始，他从学校回到了家，每天就是照顾母
亲、学工笔画。父亲是中学美术老师，下
班回来也会教他画画。

出于对画画的喜爱，也迫于生活的
压力，他学习工笔画非常勤奋刻苦。从
父亲那里、从画册上，他努力汲取营养，
同时不断地练习、琢磨、探索和感悟。

起初，他的行为不被村民理解，有人
认为他这是“不务正业”。村里有位老人
实在看不过去，跑到他家说：“你整天画
画，你这画能卖吗？我赶了多少大集，都
没见过卖你这画的。这画要是不能卖，
你就赶紧去地里拔草吧。”

赵艳飞不为所动，每天仍静心画画。
1998 年，赵艳飞带着自己的画作去

往北京琉璃厂。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尝试
将自己的作品推向市场。

“我带着画好的画、带着鸡蛋，坐火
车去北京。后来，带去的那些画竟然都
卖掉了。”赵艳飞回忆，那时期的工笔画
市场刚开始形成，工笔画可用于家居、茶
室、酒店等的装饰，可作为送给亲友、客
户的礼物，也可能会被藏家收藏。“我用
卖画的钱买了画册、宣纸、颜料等，在回
家的火车上，我突然开始呕吐，这才想起
来原来整整两天没有吃东西，卖起画来
那种兴奋感让我都忘掉吃饭了。”这次经
历，给了他很多动力，坚定了他以画画为
生的决心。

此后，赵艳飞在去各地卖画的同时，
也看美术展、赶交易会。他还参加了县
里组织的工笔画“高培班”，艺术创作水
平不断提升。“县里专门从北京请来美院
老师给我们上课，我非常受益，理念上、
认识上都有提高。”赵艳飞说。

赵艳飞紧跟时代脉搏，积极开拓题
材和视角，以花鸟和人物题材为例，其画
作中对于天地生灵的精微观察和对一切
有情众生的关怀，引发观者对人与自然

关系的感悟以及对人生的思考。
随着他的作品越来越受青睐，2009

年，赵艳飞被邀请参与宁晋县工笔画艺
术学校的创建。初建学校的那三年，他
教学生技法，也负责管理学生，“那个阶
段太辛苦，忙得睡觉时间都很少”。

以画富民，“绘”出致富新天地

“咱村以前穷，是赵印存与他的两个
儿子赵艳飞、赵艳文把工笔画带进了村，
也把好日子带进了村。”村民赵计昌说。

画画能养家糊口，还能陶冶性情，赵
艳飞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市场价值，
坚定了画画的信心。后来弟弟赵艳文也
加入进来，父子三人一门心思琢磨画画，
迈出创业的第一步。

“我家是因病致贫，后来因为画画，
家里经济状况逐渐好转。生活压力缓解
后，为了娶媳妇，就开始盖新房，2000 年
就盖起来楼房了。”赵艳飞说。

看到赵家用画笔改善了生活，周边
一些乡亲开始把孩子送来拜师学画。之
前认为赵艳飞“不务正业”的那位老伯，
也转变了观念，他说：“能让俺儿媳妇过
来跟你学画画不？”

“当时父亲定下规矩，凡是来学画画
的分文不收，要特别关照残疾人。来时
两只手，带着本事走。”赵艳飞说。

对农民来说，工笔画注重写实，讲究
技法，有径可循。“跟写意画相比，工笔画
雅俗共赏，入门相对容易。它程序步骤清
晰，只要你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一般都
能学会。掌握了技法以后，只要你舍得付
出时间成本，就可以变现。工笔画产业的
优势就在于，其画家都能做到以画养画。”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工笔画家刘振波
说，写意画则不然，它需要下很多年的功
夫，有些人画了一辈子也不见得好卖。

“我之前没有绘画基础，来这学画画
一年了。之前画荷花时，赵老师会带着
我们去观察、感受荷花。”来自附近薛家
营村的村民薛静说，把孩子送到学校后，
她就来这学画画。

“赵老师教技法，让你知其然，还让
你知其所以然，他会讲为什么这样处理
表现力会更强。”服装设计专业大学毕业
后、来这里学工笔画的赵子腾说。

“很多人是从抖音和快手上看到我
们的工笔画，过来学习的。”赵艳飞说，他
们利用互联网销售、宣传宁晋工笔画，确
保工笔画产业后继有人。

赵艳飞的工笔画文化大院采用合作
社模式，带领乡亲们合作共赢、良性发
展。“学生们过来学画画，我提供颜料、宣
纸、笔墨等，他们免费学，不用下本钱。
等学会以后，他们就回家自己画，可以单
干，也可以加入合作社。合作社把学生
画好的画收上来、卖出去，赚的钱大部分
返给学生，合作社抽一点提成用来继续
培养学生，维持正常运转。”赵艳飞说，

“目前合作社有 100 多人，因为咱合作社
学生多，能按时、保质完成任务，并且风
格相对统一，所以现在好多客户从咱这
拿货，订单越来越多。”

找准市场定位，寻求差异化竞争。
“工笔画市场，比如山东的花鸟画，他们
有自己积累的优势，俺们卖不过人家。
后来，我们发现人物画市场有空白，就开
始画人物画，如今宁晋人物画也形成市
场了。”赵艳飞说，“我们一直在学习，根
据客户需求，不断提升画作内涵。”

老师细心教授、学员虚心学习，从临
摹到创作，十几年来，从工笔画班里走出
了400多名专业的画师。如今，褚家庄村
有工笔画创作室 30 多家，从业者人均年
收入3万元。

村里一些残疾孩子、留守妇女以及
今年新加入的大学生，通过学习工笔画
掌握了一技之长，有的能自食其力，有的
改善了生活，有的找到了就业方向。前
些年，随着脱贫攻坚的实施，他们还招收
一些建档立卡贫困户当学徒，帮助贫困
家庭以画创业，脱贫致富。2018年10月，
赵艳飞的文化大院被河北省妇联授予

“河北省巧手脱贫示范基地”。

以美育人，“画”出文明新风尚

“过去农闲的时候，人们爱聚在一块
说些家长里短，那时候婆媳矛盾、邻里矛
盾也挺多。学了工笔画以后，村民们有
事做、有钱赚，就没空说是非了。潜移默
化中，大伙儿身上都多了些书香气，聚在
一起聊的，有时是文学，有时是相互切磋
书画技法。”赵艳飞坦言。

褚家庄村大街小巷的墙面上，随处
可见的工笔画元素，对村民们也是一种
美育熏陶。或绘有传统人物画，或绘有
精美花鸟图，不仅如此，一些绘画技能拔
尖的带头人还从村庄的日常生活取材，
用工笔画将打芦苇箔、油坊等场景一一
呈现。“时代在变，村庄也在变，把这些画
下来，也是留存一份记忆。”赵艳飞说。

对家乡情有独钟，赵家父子用画笔还
原家乡昔日的文化繁盛景象，传播民俗文
化，留住乡土味道。在工笔画文化大院的
一个展厅里，屋子四壁上挂满长轴画卷，
这些画作是赵印存的代表作《宁晋古今名
胜16景》：“尧舜禅让”“洨滨书院”“圣贤文
庙”“南寺晓钟”等画卷仿佛把人带回古
郡。还有一幅长达18米的工笔画《安宁晋
福文史图》，是赵家父子三人历经数载创
作完成的宁晋古县城风貌图。

工笔画文化大院常年对外免费开
放，多次接待周边群众参观和学校组织
的课外活动。“通过向孩子们介绍家乡的
民俗文化，讲述‘曹鼐状元’‘蔡瑷办学’

‘纪昌学射’等宁晋历史故事，让孩子们
感受脚下这片土地的文化底蕴，培养崇
文向学、自强不息的品质。”赵艳飞说。

“画画比拼的不仅是手上功夫，更比
拼人的学识、修养和审美。农民学画画，
不仅是学技术和技能，还能提升自身的
修养，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中国美协会
员、宁晋县美协主席张利涛说。

赵家父子带了好头，如今当地的工
笔画产业日益繁荣，村民的物质生活得
到改善，精神生活不断充实，乡村风气也
日渐文明。

为表彰赵艳飞对传播优秀文化、
提升群众艺术修养的贡献，赵艳飞工
笔画文化大院被河北省委宣传部授予

“河北省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
先进集体”。

画笔绘梦映乡土 丹青富民展新风
——河北宁晋县河渠镇褚家庄村赵艳飞用工笔画改变乡村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张博羽

“90 后”的傣族姑娘玉康坎来自傣族传统
手工造纸的发源地——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
海县勐混镇曼召村。父亲是云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受父亲的熏陶，她对傣族手工
造纸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将其视为自己
的理想和目标。

2020年，玉康坎毅然放弃了城市稳定的工
作和生活，选择返回家乡创业，并注册了商标

“召诣傣纸”，意在传承曼召傣族传统造纸技
艺。谈起创业初心，玉康坎告诉记者，多年的
在外打拼经历，让她认识到，传统技艺需要与
时俱进、不断创新，为了让非遗技艺与社会发
展的速度相匹配，她成立了工作室，致力于研
究制作符合大众审美的产品。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玉康坎先后到县内外
深造学习，引进了激光打标机、烫金机等 10余
台先进设备。在保留古法制造手艺的基础上，
不断打磨工艺，提高效率，解决了不平整纸面
打标、烫金等难题。突破了传统纸张仅有一种
颜色的限制，并通过添加天然染色剂、新鲜花
瓣、纯天然菩提叶脉等方式，丰富了产品的
色彩。

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为傣族传统造纸技艺
打开了“新大门”。经过两年的努力，公司研发
出了许多新品，将手工刺绣、手绘和色彩傣纸
相结合，制作出了精美手绣扇子、相框等丰富

多彩的产品。产品也从最初的抄写经书、制作
孔明灯等日常用途，逐渐衍生出了包装纸、手
提包、礼盒、纸扇、灯具、装饰画等 60 余种产
品。同时，建立了配备1000套造纸工具的初加
工生产厂房，以及手工造纸坊、傣纸产品展示
厅、傣纸体验坊等设施。

“除了线下销售，还积极探索线上渠道，通
过淘宝店铺、抖音平台等渠道进行宣传，将每
天的工作日常与朋友分享，让更多人了解和拥
有傣纸产品。”玉康坎介绍，如今，这项传统的
非遗技艺吸引了许多客户和传统技艺学者，
2023年共接待游客 500余人次，来自全国各地
的游客到曼召村参观傣纸技艺、体验傣纸制
作，这不仅产生了约 50万元的直接经济效益，
还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作为傣族传统手工造纸技艺的县级非遗
传承人，玉康坎深知传承非遗技艺、弘扬民族
文化的重要性。平日里，除了农忙和节假日
外，她都会在家中传授传统手工造纸技艺和礼
盒制作技艺。至今，已培养出 6位传承人。同
时在曼召村建立了全县首个“童心港湾”，并成
为全州首个“童伴妈妈”，通过“儿童课堂”“趣
味游戏”等方式，培养孩子们对傣族传统手工
造纸技艺的兴趣，服务了1200余名留守儿童。

“西双版纳州第一位‘童伴妈妈’”“县级非
遗传承人”“优秀共产党员”……如今，随着非
遗事业的不断壮大，玉康坎的这面“荣誉墙”也
更显厚重。

近年来，乡村文化带头人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日益重
要的作用。他们通过创新与融合，通过多元的文化实践，激
活乡村文化持续发展的澎湃动能。

他们是乡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中国乡村的文化
遗产丰富多样，包括民间艺术、手工艺、传统节庆等。这些文
化符号承载着历史记忆，也构成了乡村的文化认同。随着现
代化进程加快，许多乡村面临着传统文化消失的风险。这些
文化带头人，通过挖掘、整理和传播本土历史故事、民俗风
情，通过复兴传统手工艺、组织民俗节庆活动等，激发村民对
本土文化的认同感，提升村庄的凝聚力。

他们是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的引领者和推动者。面对新
时代的文化需求，乡村文化带头人勇于尝试，凭借敏锐的市
场嗅觉找到自身优势，发掘出适合当地发展的“土特产”。
他们善于将现代艺术、设计、科技等元素融入传统文化中，
创造出新的文化产品。无论是乡土文艺作品的创作、群众
文艺团队的培育，还是乡村旅游项目的开发，都展现了乡村
文化的活力和创造力。

他们是乡村文明风尚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们以身作则倡
导文明新风，以传统文艺温润人心，潜移默化推动移风易俗，引
导村民自觉形成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的带动
下，邻里和睦、尊老爱幼、自强不息等传统美德得到弘扬。

乡村文化带头人在现实中也面临诸多挑战。首先，资金
和资源的短缺仍然是乡村文化项目的主要瓶颈。大多数文化带头人需要依
赖外部资金，尤其是政府和社会捐助，项目的可持续性往往难以保障。其次，
政策支持不够系统化。文化项目在一些地方被视为“软任务”，优先级较低，
文化带头人还面临审批流程复杂等问题。此外，文化创新过程中本土文化与
外来文化的冲突，也需要他们不断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

乡村文化的发展，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未来，在政策、资金、社会参与的
多方助力下，乡村文化带头人定能在振兴乡村文化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赵艳飞在自己的画室里作画。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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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康坎：为“非遗傣纸”注入新活力

编者按：乡村文化带头人，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他们扎根乡土，以自己的才艺

和热忱，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他们或是手工艺人，或是文艺爱好

者，或是文化传承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乡村的故事，传递着乡村的温度。让我们共同

关注和支持乡村文化带头人，携手推动乡村文化蓬勃发展。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钰莹

见习记者 周桐

10月16日，由中国老年人体协和中国
农民体协首次联合主办的 2024年全国老
年人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展示交流活动，在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奎三村举行。

本次活动以“赋能老年体育，助力乡村
振兴”为主题。开幕式上，山东淄博市昆仑
镇、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浙江江山市毛村山
头村、江苏溧阳市天目湖镇等12个省份的

16支老年体育代表队受邀参加，分别展示
了持杖操、花鼓、打莲湘、鞭陀龙等体育节
目，为全国各地的观众带来了一场极具地
方特色的视觉盛宴。传统非遗体育项目与
现代体育健身项目碰撞出精彩的火花，一
下子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

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展示交流活动
不仅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水平，
满足了老年人对美好文体生活的向往和
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还让更多的人关注到
了老年人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大力量。

2024全国老年人体育助力乡村振兴
展示交流活动举行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深澳村为历史文化名村，以千年村史、两百多幢古建筑群而闻名。
近年来，村内以打造中国百匠文化艺术村落为目标，培育和发展文旅业态，吸引了一大批非
遗匠人、艺术家入驻。2018年，卢俊和妻子在深澳村创办“葫来”文创工作室，与村内传统建
筑相映成趣。图为卢俊为游客介绍葫芦烙画作品。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钰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