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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市段甲岭镇小赵村
廉政文化壁润心教化人

河北省三河市段甲岭镇小赵庄村，是古朴富
饶的燕赵大地美丽乡村中的一个。这里的廉政文
化壁分外引人瞩目。廉政壁全长 180 米，其中体
现为民务实清廉、爱国爱党、倡廉反腐、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实现中国梦的国画作品13幅、廉政漫
画作品20幅、廉政格言警句书法作品18幅。内容
简约明了、雅俗共赏。

廉政壁主要绘制在小赵庄村北口，紧邻 102
国道，来来往往的人不少，为廉政壁竖大拇指的人
更多。“近年来三河市纪委、监委扎实推进廉政文
化建设向农村延伸。我们按照《三河市2019年廉
政文化建设工作要点》，明确要求全镇各村街都要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认真搞好廉政文化建设进农
村活动，而小赵庄村的廉政壁就是我们段甲岭镇
廉政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段甲岭镇纪委书记刘
洋介绍道。

据了解，小赵庄村廉政壁是镇里聘请的书画
志愿者画制的。村支书杨新建说，虽然出自“草
根”之手，但立意高雅不落俗，更接地气。当地纪
委干部王辛蓬也有感而发赋诗一首《廉壁行》，称
赞“百米廉壁行，十步教化人”。

本报记者 冯雷

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 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 6月6日，“中国桑蚕丝绸文化展”在北
京中国农业博物馆精彩亮相。展览以“一
棵圣树、一只天虫、一缕丝线、一方锦绣、一
带一路”为脉络，全面展示中国灿烂辉煌的

桑蚕丝绸文化，讲述丝绸之路的千古传奇
故事，体现丝路精神的丰富内涵；挖掘桑蚕
丝绸文化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
值，保护传承提升中华农耕文明，推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本次展览由中国农业博物馆和中国

丝绸博物馆共同主办。展览将持续至 8
月25日。 本报记者 程天赐

“中国桑蚕丝绸文化展”精彩亮相中国农业博物馆

文化视点

第二届“乐动沙市”
体育旅游节在湖南浏阳举行

近日，2019长沙（浏阳）第二届“乐动沙市”体
育旅游节在湖南省浏阳市赤马湖国家级风景区开
幕。此次体育旅游节内容精彩纷呈，包含开幕式
暨环赤马湖半程马拉松赛、湘赣边武术交流大赛、
艾瑞克冰雪运动节暨浏阳市全民滑雪体验活动、
全国首届户外环保嘉年华大会、体育精准扶贫摄
影大赛等 12 项系列活动。旨在通过持续不断的
赛事活动，吸引全国的体育赛事爱好者前来参与
观光，拉长产业链条，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活动将
持续至12月底。

本次活动由湖南省体育局指导，长沙市体育
局和浏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据本次赛事东道
主、承办方沙市镇党委书记罗拥军介绍，沙市镇于
2017 年获批全国首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近年
来，该镇积极出台扶持鼓励政策，吸引了 8亿元社
会资本投资当地的文化体育产业，并先后举办了
一系列国际性、区域性体育赛事，“乐动沙市”一时
成为网红小镇，成功获评“2018长沙最具特色休闲
旅游小镇”。沙市镇将着力提升“耕读传家·乐动
沙市”镇域文化体育旅游品牌效应。

薛胜林 罗辑学

微山推进移风易俗
喜事新办丧事简办

“自开展移风易俗工作后村里红白事两餐变
为一餐，每桌花费不超出 380元，又取消了搭台表
演、餐具桌椅的租赁等不必要的开支，村民每办一
次事务，至少节约 2 万余元。”山东省微山县驩城
镇邹楼村党支部书记邹立冬说。今年以来，微山
县加大力度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提倡喜事新办、丧
事简办，受到群众欢迎。

该县驩城镇摸透实情，制订移风易俗工作方
案，加强引导、监督。该镇成立移风易俗工作领导
小组，协调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矛盾问题，做好移
风易俗宣传发动。各村都成立了红白理事会组
织，修订完善了村规民约，明确了村民红白事应该
遵守的规定。

以微山县驩城镇为例，该镇每年大约举办红
事1300例、白事560例，较移风易俗以前相比，红、
白事每场均可节约 2 万元，总计每年可节省费用
约 3720 余万元。移风易俗工作得到微山基层群
众拍手称赞。 陈雷 来金路 姜林

□□ 张德杰 马晓萌 孙科强

近日，“指间大象——山东平度新河
草编非遗技艺展”在北京传统文化艺术中
心举办，来自新河镇的500余种草编精品
亮相京城。从3米多高的巨型编包，到手
掌大小的零钱包，大小不一、花色多样的
草编制品从“草根”变成了“时尚”品。这
也是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平度对
草编文化传承的“自选动作”。

“此次非遗技艺展，全方位展示平度
新河草编非遗精品及其历史、发展，集中
展现平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
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现场还邀请非遗
传承人展示草编制作技艺，观众可以亲
身体验，感受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平
度市相关负责人介绍。

面对 3 米多高的巨型编包，不少观
众发出啧啧称赞。“这个巨型草编包，绝
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传达百年的传承和
蝶变新生。它是用新河镇当地产玉米皮
为主要原料，十几个草编艺人纯手工编
制而成。经线是多彩包筋，寓意百姓生
活多姿多彩，纬线是传统花辫，意在表达
传承与时尚不可分割的理念。”平度市新
河镇党委书记于锴介绍。

“不点火，不冒烟，看着电视做草编；
不出门，不出院，轻轻松松把钱赚。”在山
东平度市新河镇，树荫下、走廊里随处可
见三三两两的村民席地而坐，一边拉着
家常，一边编着草编。

新河镇是江北地区最大的草编工艺
品加工出口基地，草制工艺品产业成为
支撑当地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全镇从

事草编工艺品的企业共有 90余家，其中
规模以上加工企业十几家，103个村庄中
有 80个村建立了草编工艺品加工点，从
业人员2万余人，2018年产值达24亿元，
产品远销日韩、美国、欧洲、东南亚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草根”产业一头连着国际大市场，
一头连着千家万户，形成了一道独特的

“产业链风景”。如今的新河镇已成为世
界工厂，编织工艺甚至得到了爱马仕、
LV 等国际大牌的青睐，编包、草帽登上
了国际时装周的舞台，而这些都出自普
通农民之手。“我们的草编产品全部出
口，从几美元到上百美元不等，很受国外
潮流人士的追捧。”青岛鹏程工艺品有限
公司总经理綦家鹏介绍说。

走进 74 岁的非遗传承人林红香家

中，屋里摆满了玉米皮、麦秆草、针线布
头等编织材料。“从 5岁开始就跟着母亲
学编草编，现在上了年纪也闲不住，也能
补贴点家用。”她一边灵巧地编织一边跟
笔者搭话，在她的影响下，今年 43 岁的
女儿从事草编行业多年，在家门口的加
工点上班，一个月收入二三千元，上初中
的孙女放学后也爱到这里摆弄几下。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注
重用文化提升草编产品内涵，走品牌化、
集群化发展之路，是近年来新河镇正在
着力实施的主要战略。为提升新河草编
品牌知名度，新河镇政府申请注册了“指
间大象”商标，并在本次技艺展的现场召
开了“指间大象”品牌发布会，同时面向
全球招募合作运营商。

300多年草编历史成就彰显“指间大

象”蕴含。120多个系列、上万个品种，演绎
着指间艺术的传承与创新——由原来单一
的草类编制产品发展到草、纸、柳、木制、机
绣、机钉及其他天然纤维工艺品，编制手法
也由最初的编辫、平编、绞编、编花等发展
到锥砌法、串接、串钉等30多种手法。

说起注册“指间大象”商标的初衷，
于锴有自己的考量，“全镇百分之九十以
上的草编制品出口，但在利益链条上却
处在低端。通过打造‘指间大象’这一高
端品牌，可以丰富产品形式，增加新河草
编文化内涵及核心竞争力。”

目前，新河草编已被确定为山东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草编工艺品产业被列
入山东省十大低碳经济产业集群，新河
镇也被确定为首批“山东省低碳经济示
范乡镇”“中国草编工艺品之乡”。

“指间大象·山东平度新河草编非遗技艺展”近日在京举办，引发关注——

新河草编：从“草根”到时尚品牌

□□ 本报记者 王玉琪 雍敏 崔现芳

春花烂漫的季节，记者来到苏北邳
州市农村，走村串户，看到的是干净的
河水，整洁的道路，俨然的屋舍，一幅田
园好风光。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村庄墙
上那一幅幅绘画，这些绘画内容丰富，
题材多样，有的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有
的描绘银杏、大蒜等邳州特产，有的讲
述大运河畔的风土人情。笔法夸张，色
彩浓烈，质朴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这
就是享誉海内外的邳州农民画。

64 年前一幅《老牛告
状》，掀起农村壁画运动高潮

标志着中国农民画诞生的邳州第
一幅农民画——《老牛告状》，创作于
1955年。当时，邳县陈楼乡一个叫张友
荣的农民，对农业社饲养员克扣饲料粮
食一事非常不满，便连夜画了一幅草图

《老牛告状》，第二天一早就用笔蘸着锅
灰水将其画在饲养屋小墙上。画上的
老牛瘦骨嶙峋，前腿双跪，向社长诉说

吃不饱的痛苦。画下方题着：“老牛泪
汪汪，找社长去告状，发我的饲料粮，饲
养员全扣光，饲养员呀饲养员，你是多
么狠心肠！”此画一出，饲养员当即找队
长作了坦白并下决心改正错误。

消息传到县里后，被当做农村政
治思想工作的新鲜事物而大力推广。
由此，邳县展开了空前的群众性农村
壁画运动，涌现出一支力量雄厚的美
术队伍。短短几个月功夫，“邳县城乡
户户五颜六色，村村壁画满墙，一街两
厢成了天然画廊”。接着又拍电影，出
画册，进京展览，邳县成为那个时期全
国农村壁画运动的一面旗帜。

1958 年 8 月 18 日，《人民日报》头
版报道了邳县在全国第一个实现壁画
县，引起巨大反响。全国各地竞相效
仿，遍地开花。声势与邳县齐名的还
有安徽阜阳、陕西户县、四川绵阳、湖
南麻阳等地。

邳县农民画作品不是凭空创作的，
而是真实地记录了农村的生活，反映了
时代的主旋律。在大跃进时期，邳县群

众性壁画运动中，涌现出很多带有强烈
政治色彩、表现形式极为浪漫夸张、甚
至异想天开的作品。这些作品以表现
农业生产和丰收景象为主，如梁大娘的

《玉米大王》《大豆元帅》、梁传魁的《飞
机碰断玉米秆》等。仅从《粮食比山高》

《麦穗入云霄》《高粱与月亮握手》等农
民画作品名称，读者就能感受到当时全
国上下普遍存在的政治狂热和革命浪
漫主义气息。当然，在那些充满美好愿
望甚至近乎狂幻的农民画里，流露着农
民作者真挚的情感。

1960年，在全国第三届文代会上，邳
县农民画作者梁传魁受到周恩来总理
的亲切接见。周总理说：“你们邳县农
民画搞得好，要坚持生产，坚持业余，扩
大队伍。”当此之时，邳县农村壁画运动
达到高潮，骨干农民画作者达上万人。

到了 20世纪 80年代，邳县农民画
摆脱了初期为政治宣传服务的倾向，
由夸张转向写实。1988 年，邳县农民
画被文化部首批命名为“中国现代民
间绘画之乡”。

2016年，邳州农民画被江苏省文化
厅列入省级非遗名录。同年，“五色土
的浪漫——中国农民画展”在德国柏林
举办，展览展出了邳州27位当代农民画
家创作的60幅作品。2017年，在“中国
精神·中国梦”农民画创作展中，邳州有
3 件作品从全国 1450 多件作品中脱颖
而出，走进中国美术馆进行展览。

邹文才的“春秋大梦”，农
民画讲述大运河畔民俗风情

在邳州市文化馆，记者见到了农
民画作者邹文才、朱成梅夫妇以及邹
文才的徒弟朱桂丽。

1964 年出生的邹文才，是邳州市
岔河镇样墩村人，因患小儿麻痹症导
致左手和右腿残疾，其作品多次在国
内外比赛中获奖，1992 年邹文才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艺术大师”
称号。邹文才黑黑瘦瘦的，戴一副眼
镜，看起来有点忧郁，是个寡言的人。
他从小喜欢画画，一心想把目之所见、
心之所感诉诸笔端。初中毕业后，他

转益多师，先后学了素描、油画、国画
和版画。因此，多种绘画风格、手法在
他的笔下碰撞、交融。他的画朴拙中
透着一点雅致内秀，热闹中带着一点
穿越历史而来的恬淡沉静。

和寡言的邹文才不同，1972年出生
的朱成梅性格活泼爽朗，快人快语。她
和邹文才是画友，二人因画结缘，步入
婚姻。坐在画案前，朱成梅给我们讲述
他们农民画创作的故事，尤其是邹文才

“蓄谋已久”的“春秋大梦”。原来早在
1992年，邹文才就开始构思《运河之春》
和《银杏赋》两幅百米长卷，并称之为自
己的“春秋大梦”，此后便念念不忘。邹
文才为这两个梦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就
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每次画到长
卷的衔接处，他就冥思苦想，希望找到
完美又不留痕迹的解决方案。有时脑
子转不动了，就给自己倒上一盅酒，酒
喝完了，灵感往往也会如期而至。如
今，这两个梦都已完成。

邹文才不同凡响的“春梦”——《运
河之春》，对京杭大运河两岸人们的生
产劳作、民风民俗、社群交往、乡村风貌
等进行了多角度的观察、记录，连缀起
来看，几乎就是大运河邳州段的《清明
上河图》。邳州地处京杭大运河的中
段，邹文才夫妇经常沿着这条古老的运
河散步，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运河怀有强
烈的归属感。秋天是银杏最美的时节，
邹文才倾力创作的“秋梦”——《银杏
赋》，呈现的是邳州30万亩银杏园、银杏

“时光隧道”震撼心灵之美，银杏丰收时
节令人沉醉的美……这幅画涵盖了邳
州的地域特色、风俗民情，以及邳州百
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邹文才画“春秋大梦”，出于记录时
代、传之久远的情结，更出于对生于斯
长于斯的故土的无限热爱。除了这种
鸿篇巨制，邳州农民画中更多的是展现
邳州民俗的短小精悍的作品。邹文才

《红高梁》画的是秋日高粱丰收，农民忙
着收割高梁的场景。鲜红的高粱几乎
占满整个画幅，密不透风，渲染了丰收
的喜悦和收获的热闹气氛，表现了劳
动人民的繁忙、充实以及对生活的满
足，寄寓了日子像高梁一样红红火火
的心愿。邹文才《乡土之花》画的是省
级非遗——邳州蓝印花布的手工印染
和晾晒场景。那么多条不同花纹的蓝
印花布同时晾晒，画面不仅不显凌乱，
反而有一种美妙的韵律感贯穿其中。
朱成梅的《美在民间》，描绘了邳州民
间制作“泥玩具”工坊的场景。“泥玩
具”又称泥塑，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手工
艺品。这幅画把“泥玩具”的整个制作
过程“和泥、翻模、脱胎、着色”等真实
地再现，构图丰满，色彩明快，有很强
的文献价值。新河镇农民画家陈良成
的《秋到银杏湖》，展现的是金秋时节
银杏湖壮美迷人的景色。2017 年，这
后三幅作品入选“中国精神·中国梦”
全国农民画展迈入中国美术馆。而在
2018 年 11 月举办的“2018 全国农民画
优秀作品展”上，陈良成的作品《富饶的

母亲河》喜获大赛典藏作品奖。

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农
民画构成新时代乡村美景图

穿过一个喧嚣的街区，在市区一条
很深很窄的巷子里，记者走进了朱成梅
夫妇的画室，墙上一幅名为《三代人的
婚礼》的画吸引了记者的注意：画面上
是三代人结婚时不同的场面氛围，画上
写着：“爷爷结婚用了半斗米，爸爸结婚
用了半头猪，我结婚用了爸爸半条命。”
在反映人们生活一代代走向富裕、婚礼
风俗的差异之外，作者朱成梅对当今社
会婚礼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风气进行
了有力批评。除了《三代人的婚礼》这
类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农民画作品
外，邳州农民画中更多的题材是：反映
邳州地域特色、风土人情和人们生产生
活的作品，以及弘扬孝老爱亲、自强不
息等中华传统美德的作品。

现在邳州活跃的农民画创作者有
几十位。

2016 年以来，邳州市在全市城乡
开展了公共空间治理行动，在农村，以
往被农户私占的公共空间被清退出
来，打造成具有多功能的公共活动场
所，由此带来农村环境的大改善。农
村的道路干净整洁了，汪塘里的水变
清澈了，房前屋后栽花种树，美丽的田
园风光不光让农民感受到别样的美好
生活，更吸引着城里人前来休闲。家

乡的变化让邳州的农民画创作者们倍
感振奋，于是，一幅幅反映新时代新农
村风貌的墙画纷纷涌现，构成这个中
国农民画之乡特有的乡村文化振兴
图，不仅美化乡村环境，潜移默化地影
响乡村风尚，更唤起人们共同的文化
记忆，舒缓文化乡愁。

如今，邳州农民画已成为知名的文
化品牌，为农民画创作者带来一定的收
入，但在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邳州农
民画的产业化仍任重道远，如农民画创
作题材有限、农民画创作队伍规模较小、
产业化发展不充分等。市文化馆秦莉馆
长介绍说，邳州市委市政府对农民画的
发展很重视，在加强政府扶持、培养人才
队伍、加强对外交流、探索产业发展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一方面，政府加大保护
和扶持力度，加强对农民画作者的辅导
和培训，依托节会庆典加强对外交流，
建立产学研互动机制，切实提高农民画
的创作水平和创新力度；另一方面，邳
州农民画要通过开发有品位有时代特
色的文化创意产品，拉近大众与民间文
化的距离，激发大众的购买兴趣，将农
民画艺术润物无声地融入日常生活。

在市文化馆采访时，遇到 80 后小
学美术老师朱桂丽，她拜邹文才为师
已有两年。她说她热爱农民画，希望
学好之后把它运用到教学当中，让更
多的孩子能从农民画中汲取营养，滋
润心灵。

浓墨重彩下的乡韵乡愁
——中国农民画之乡江苏邳州走笔

邳州农民画作者邹文才创作的《乡土之花》。

邳州第一幅农民画——张友荣的《老牛告状》。

邳州蒜乡墙画《一瓣蒜串出的幸福》。 秦莉 提供

国际极限漂流F1大奖赛
总决赛在宜昌开赛

6月16日，2019中国宜昌自然水域国际极限
漂流F1大奖赛总决赛在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朝
天吼漂流景区举行，来自14个国家的43个专业队
选手和来自32个国家的2000多名漂流爱好者共
同上演了一场水上争锋竞速大戏。

本次赛事由中国极限运动协会、湖北省体育
局、宜昌市人民政府主办。朝天吼漂流全长6.5公
里，落差达148 米，漂流激流处乱石穿空、跌宕起
伏、惊险绝伦，沿途山清水秀、石美洞异、古朴原
始。该景区去年接待漂流游客达27万人。

蔡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