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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公布全国冰雪旅游
精品线路

为喜迎冬奥会，推动冰雪旅游发展，日前，文化和旅游部
公布了“冰雪京张·冬奥之城”等10条线路为全国冰雪旅游精
品线路。

10 条精品线路具体包括：“冰雪京张·冬奥之城”“长城
内外·冰雪丝带”“冰雪秘境·心灵牧场”“乐游辽宁·不虚此
行”“长白有约·滑雪度假”“白山黑水·冰情雪韵”“北国风
光·两极穿越”“丝绸之路·人文冰雪”“中国雪都·纯净北疆”

“冬日烟火·南国雪乡”等，线路中详细列出了旅游的主要节
点、沿线冰雪旅游点、特色冰雪活动及体验形式和沿线其他
旅游景区。

文化和旅游部要求，沿线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要加强和
相关部门的协作，在严格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加
大对冰雪旅游线路沿线符合条件的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
自驾车旅居车营地、滑雪场等旅游公共基础设施、服务设施
建设的支持力度，积极引导沿线地方政府、旅游企业、广大民
众等积极参与冰雪旅游发展，共同建设强大国内冰雪旅游大
市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周涵维

广西南宁工会为农民工送健康

春节前夕，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和南宁市总工会一起
为基层路桥建设一线的职工和农民工工友送健康体检，150多
名横州大桥项目建设者享受了这次免费体检。

此次送健康活动在中建路桥集团承建的广西横县横州
大桥项目部院内进行。在志愿者引导下，工友们依次排队体
检。流动体检车配有车载B 超、心电图仪、抽血试管等常用
检测设备，南宁职工康复医院的医务人员为大家体检。“我
是一名钢筋工，在外打工 3 年了，这次工会免费为我做体
检，感到特别暖心。”一位农民工工友说。横州大桥项目负
责人表示，体检活动将让大家充分了解自身健康状况，对各
种疾病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活动当天还举办了健
康知识讲座。 檀亚欢

日前，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实施党建引领文明强村行动，
通过农民画创作、木雕拓画等活动，营造浓厚节日氛围，传承
文化助推乡村振兴。图为罗星街道村民参加“非遗过大年文
化进万家”集市活动。 张峰 摄

山东聊城东昌府区
走访慰问送温暖 文化年货送上门

文化年货送上门，文明祥和迎新春。近日，山东省聊城
市东昌府区梁水镇组织帮扶干部开展困难群众春节走访活
动，把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关怀传递到家家户户。慰问
中，帮扶干部与群众拉家常、话发展，耐心询问困难家庭成员
的身体和生活状况，细心聆听他们在生活上的困难，虚心征
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帮助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鼓励他
们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事业，共创文明
富裕美好未来。活动共为全镇 845户脱贫户、动态监测户送
去棉衣、米、油等生活物资和春联、福字等文化年货。

据了解，梁水镇镇党委要求所有帮扶责任人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用
心用情全面了解情况，积极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走访时注意
排查脱贫户家中有无用电、用气、用煤等安全隐患。帮扶干部
将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把群众当成自己的家人。贫困群
众称帮扶干部为自己的知心人、贴心人。

通过此次走访慰问，既拉近了帮扶干部与帮扶对象之
间的距离，又进一步掌握了各贫困户脱贫之后的生活状
况，明确了下一步帮扶工作重点，使困难群众家庭在经济
上获得了一定的支持，精神上得到了鼓励。该镇还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化惠民活动，为乡村振兴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提供精神文化力量。

孙慧敏 范雨生

□□ 顾日升 王俊杰

四顶“美好兴化”的大红灯笼挂在屋内，长方
桌旁妇女们正制作年糕。她们有的捏粉团做糕
坯，有的将糕坯装进蒸笼……这是近日江苏省兴
化市垛田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陈列的一幅《蒸
年糕》“年味”农民画。

“这幅画是垛田农民画‘年味’的代表作。如
今，垛田农民画创作团体已形成20多名骨干、100
多名爱好者，垛田农民画已深深融入现代墙艺彩
绘，应用到新农村的墙壁上、竹泓木船上、农产品
包装上及各种陶瓷工艺品上，形成了一系列艺术
衍生品，创造了经济收入。”垛田街道综合文化中
心负责人吴萍告诉笔者，春节后还将征集更多垛
田农民画“年味”作品举办展览。

日前，垛田农民画骨干、“垛田农民画进校园”
老师王一兆，来到垛田街道中心小学上期末的最后
一堂课。课上，他和孩子们一起画垛上过年的习

俗，让孩子们从“年味”农民画中感知传统年味儿。
“比蒸年糕更有年味的是踏礁磕粉。”王一兆

说，他家在王横村，为了方便大家过年磕粉，村里
便在庄大街一侧支起了“碓”，搭上棚。过了腊八，
家家户户便陆续地把浸好的糯米拿出来排队，然
后日夜不息，掌上马灯磕粉。那情景，热闹极了、
喜庆极了。为此，今年 1月 21日（农历腊月十九）
王一兆特意画出了《蒸年糕》的组合篇《踏碓》。

炸草米、酿米酒、虎头服、包汤圆、画福字……
位于垛田街道的彪炳艺术培训中心，垛田农民画
骨干解善彪、仲憬正指导小朋友画年俗画，一幅幅
弥漫着年味的画作贴满了墙。为丰富小朋友们的
寒假生活，培训中心特开设春节特色班，指导小朋
友画虎头服、糖葫芦、制红包、舞狮子、绘日历、写
对联、包汤圆、画福字，让小朋友从画画中品味传
统年俗文化。报名参加春节特色班的有200多名
小朋友。

除了学校、校外艺培机构指导小朋友画年画，

一些垛田农民画爱好者也喜
欢在过年时节画几幅自娱自
乐。在垛田街道凤凰垛村农
民画爱好者沙荣莉的家里，
56岁的沙荣莉和孙女刘子烨
正在画蒸粉团的年画。去年
4 月，祖孙俩参加了垛田街
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举办的

“多彩垛田艺课堂”公益培训
班。没曾想奶奶辈的沙荣莉
也越来越感兴趣。

一幅大红“福”字缀着不
同神态的小虎。在垛田农民
画骨干张义法的家里，63岁
的张义法正画“年味”农民
画。张法义是退休老师，平
时喜欢画虎。“今年是虎年，希望新的一年，疫情都
能离我们远去，每个人都虎运当头、虎虎生威。”张

法义表示，他要将画的“福”字赠给邻居，让大家虎
年更有福气。

垛田农民画里的“年味儿”

□□ 麦迪娜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1月 21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新疆文化馆承办，各地（州、市）文化
体育广电旅游局及各级文化馆（站）协办的“欢
乐过大年·喜迎冬奥会——我的‘村晚’我的
年”新疆乡村村晚示范展示活动在新疆文化馆
剧场启动。

据了解，新疆春节期间将组织 233场乡村

村晚展演展示活动，活动从1月21日开始，到2
月底结束，群众可以登录新疆文化馆的微信公
众号进行线上预约，到线下参观，地州的群众
可以根据当地的安排进行参观。其中，伊宁市
六星街社区、阿克苏市依干其乡依干其村、富
蕴县可可托海镇塔拉特村和呼图壁县二十里
店镇将作为2022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点，向全
国展示新疆各地的民俗民情和丰厚的人文底
蕴，展示新疆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

新疆乡村村晚示范展示活动启动

前不久，中国文联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
著名书法家、第十一次
全国文代会代表、北京
舒同文化艺术研究会
会长王振表示，在聆听
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后，更加明确了要
用手中的笔去书写时
代，讴歌人民。为此，王
振特意创作并书写了
一首词作品《满江红·
到人民中去》，以勉励
自己和广大文艺界同
仁时刻牢记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为创作
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优秀作品而努力。图为
王振书法作品。

张凤云 摄

□□ 李睿

舞台搭在家门口，好戏连台迎新春。近
日，山东省冠县烟庄街道“送戏下乡”演出活
动热闹非凡，以文化振奋精神助力乡村振
兴。歌曲、戏曲、舞蹈等节目丰富多彩，内容
贴近农村生活。演出选择在晚上进行，方便
了村民观看。

据了解，该街道依托村、社区网格党支

部承接组织“送戏下乡”60 余场。除了看演
出，阅读也成为村民冬季文化生活的一部
分。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精心组织“党
史学习”“经典阅读”“亲子阅读”等阅读活
动，提升群众的文化素养。在亲子阅读活
动现场，平时忙于工作的父母跟孩子共同
坐在一张书桌前，一起读书学习。村民表
示，这样的活动有利于文化进农家，培植良
好家风。

迎新春，好戏送到村民家门口

垛田农民画创作骨干王一兆所作的《蒸年糕》。 资料图

寻味文化乡村

□□ 张增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范亚旭 文/图

虎虎生威迎虎年。农历虎年将至，“画虎
村”——河南省民权县北关镇王公庄村早早
地就热闹起来了。“每到虎年，‘民权虎’就销
量特别好，在市场上特别走俏！这不，农历新
年快到了，在网络电商平台上订购我们老虎
画的客商已经多起来了！”1 月 11 日，王公庄
村党支部书记、“四小虎王”之一的王建峰对
记者说。

漫步王公庄村新修的大街上，路边两旁透
出的是浓浓的虎文化气息，路两边、院墙上，随
处可见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老虎图案，新近落
成的创客中心、游客接待中心已投入使用，豫东
特色民居小楼鳞次栉比……在这里，农民画家
一家年收入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已不足为奇。

曾名不见经传的贫困村，是如何成为赫赫
有名的“中国画虎第一村”的呢？农历虎年将
至，记者走进王公庄村，去探寻这个特色文化产
业村的兴村故事。

“画虎就是画富嘞”

“红薯秧，瓜果菜，一年到头来，吃饱算不
赖……”曾经流传当地的这首“顺口溜”道出了
王公庄村之前的贫困。地处豫鲁两省交界处，
坐落于黄河故道上，土地贫瘠的王公庄，被当地
人称为“飞沙地”，属典型的欠发达农业区。

当地民俗风情，百姓喜“虎”，有把威风凛
凛、充满阳刚之气的兽中之王老虎当作驱邪灵
物的传统：或是给孩童缝制“虎头靴”“虎头帽”

“虎头枕”以示护佑；或是在家中挂上一幅“上山
虎”“下山虎”等虎画，以图镇宅；或是在屋山房
角画上一只猛虎，以示吉祥……这些与“虎”有
关的传统和习俗，让王公庄众多民间画虎艺人
有了用武之地。

“1998 年是农历虎年，有人向我订了一幅
虎图。虽然画虎纷繁复杂，需要大量细节勾勒，
没想到却卖了个好价钱！”王公庄村“四大虎王”
之一的王培双说。正是为了摆脱贫穷，在原有
一些画技的基础上，他开始专心研究画虎。从
刚开始的一幅画卖几块钱，到后来一幅画卖数
千元乃至数万元，王培双从中尝到了甜头。

王公庄村支部书记王建峰回忆起最初走向

画虎之路的经历感触颇深：“小时候，父亲领着
我到处学画画。我也刻苦，还算画得有点模
样。有一次，一张‘虎’卖了100块钱，一下子轰
动了整个村。那是一种啥感觉？不瞒你说，跟
做梦一样。这点醒了我——画虎可不就是画
福、画富嘞？”

王建峰13岁时开始学习工笔画，2000年师
从王建民（“四大虎王”之一）。现在，王建峰的
虎图平均价格在 5000元以上。王建峰也是村
里第一批使用直播来销售自己作品的人，由妻
子负责拍摄作画过程。如今，他们的账号粉丝
量已经超过 13万人，销售好时，他一个月在线
上就能收入50万元左右。

有“虎王”还有“小虎队”

从民权到开封，再到郑州、西安、北京……
“老虎画”越卖越远，生意越做越大。画商们的
电话、订单一个接一个。

“画老虎能挣钱！”许多村民也开始临摹学
习绘画。由荷锄弄镰的农民一转身嬗变为手
握画笔的画家，短短数年间，一个小村庄站出
来几百位画虎的画家，带动“画虎”形成了一
种产业。

如今，王公庄全村1300余人中，有900多人
从事绘画及相关产业，拥有国家级美协会员 2

人，省级美协会员68人，市县美协会员200多人。
王公庄村的绘画作品主要突出以虎为题材

的工笔画，兼画山水仕女虫鱼等，绘画作品丰
富，小到三尺虎首，大到丈二的五福图，甚至几
十米的百虎、千虎长卷及富有特色的百鱼、百
马、百鹿、百狗等“百”字系列。

王公庄虎画被市场认可，与他们独创的画
技有很大关系。

“俺们村的农民画家们经常在一起切磋画
技，取长补短，研究出很多新式画法，画技提高
了，绘画作品更受市场认可了，作品销售路子也
就越来越宽了！”王建民说，村民们创造了一种
工笔与油画排笔混用的创作方式，以增加虎毛
的质感，让老虎的王者之气跃然纸上，画作更加
逼真，威猛与柔静兼具，整体大气而又富有神
韵，形成一种特殊的艺术韵味。

经过多年的淬炼、提升、发展，王公庄村绘
画形式多样，村内父子绘画、夫妻绘画、兄妹绘
画、四世同堂绘画者比比皆是。逐渐形成了以
王建民、肖彦卿、王培震、王培双为代表的“四大
虎王”和王建辉、王春丽、王建峰、赵庆业为代表
的“四小虎王”，涌现出王凤丽、赵凡磊、王敬敬
等200多名“小虎队”精英。并形成了以王公庄
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各镇村 3000余人的绘画
群，仅北关镇就有1500多人在绘画。

销售有路 振兴有业

“王公庄绘画作品不但叫响了全国，我们还
多次出国举办画展，受到不少国际友人的点
赞！”王建峰说。

“民权虎”以鲜明的形象特征、独特的艺术
风格，多次亮相海内外市场，在孟加拉国、德国、
瑞士、意大利、日本、韩国等进行了展出，虎名远
扬，已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随着画虎村绘画作品销售渠道不断拓宽，
市场份额占有率亦不断增大。全村90%以上的
绘画作品以销定产，在北京、广州、西安、哈尔滨
等大中城市的绘画市场上，都有专门出售“民权
虎”的摊位。

村内还成立了王公庄农民绘画合作社，积
极对接国内电商平台，以农企结合的方式组建
电商孵化平台，通过快手、抖音、淘宝平台使村
民绘画收入大大增加。“有的年轻人开了网上直
播，一晚上就能卖出几十幅画嘞！”王建峰说。
2021年，全村创作绘画作品9万余幅，销售产值
近亿元。

“画虎村‘虎经济’的走好，除了农民画家画
得好，还有一班‘虎经纪’跑市场化经营，这些

‘虎经纪’大多都是村里的农民，他们专职从事
跑市场、卖字画，根据在展销会上搜集到的销售
信息，引导画家们的创作，带动‘以销定产’。”王
建峰介绍。

自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后，为了加
快王公庄的发展脚步，拓宽发展路子，该村在政府
扶持引导下，以绘画产业为基础，开始着力打造以
乡村旅游为主的王公庄文旅度假区。以“公司+
基地+农户”为模式，正在努力实现由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向全国著名的工笔画创作、销售集散地和
文化旅游景区的转变。2021年年底，王公庄文化
旅游景区被授予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如今的王公庄村，正日益成为全国有影响
的书画产销基地、绘画人才培训基地和画家创作
基地，成为以文化产业为支撑实施乡村振兴的典
范。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副主席杨力舟，画虎
名家冯大中、孟祥顺等数十名名家先后多次到王
公庄指导农民画家作画和观摩农民画展。

虎年虎村展虎风，虎虎生威长精神。时下，
在王公庄村，一群热爱绘画，向往美好生活的农
民画家们，正手握画笔，自信满满幸福前行。

农历虎年将至，记者走进“中国画虎第一村”河南省民权县北关镇王公庄村，去探寻这
个特色文化产业村的兴村故事——

手 握 画 笔 绘 振 兴

虎画作品。

近日，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省新绛县，83岁的“绛州面塑”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文花（右二）
在老伴支怀龙和女儿支惠云、支娟娟帮助下，精心设计捏制憨态可掬的“冰墩墩”“雪容融”、驰骋赛场的“冬
奥风采”和群虎闹春生肖虎面塑系列作品，用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助力2022年北京冬奥会，祈福祖国虎年国
泰民安、蒸蒸日上。 高新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