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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油菜花开入画来》，作者王铁牛。

▲中国画《章金媛与她的志愿服务团队》，作者郑迪。

版式设计：张丹峰

▼重庆市忠县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一景。

毛幼平摄   

▲广东省文化馆“‘艺启美愈’融合教育文化志愿服务活

动优秀成果展”现场。 广东省文化馆供图   

▲“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实验艺术、数字艺术与动

画作品展”专家导赏现场。 中国美术家协会供图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古往今来，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

一个“田园梦”。近些年来，农文旅

“融”出乡村全面振兴好风景，人们

更加向往田园之乐，追求心中的

“诗和远方”，集现代农业、休闲旅

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应运而生，为现代乡村发展提供新

模式。

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有力抓

手，田园综合体对解决乡村生态环

境问题、提升区域产业发展水平、

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等具有积极

作用。不同地区的田园综合体有

着不同的设计模式和发展路径，设

计师们从空间规划、美学营造、环

境治理等方面，用融合创新的理念

展开多维探索。

以田园风光为基础，营造诗意

空间。田园综合体重在回归“田

园”，其设计应融合特色农业资源，

凸显乡村景观特质，充分彰显田园

之乐、自然之美，让每一寸土地都

诉说着乡村的韵味与故事。比如，

设计师们依托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和

知名花海“千岛菜花”等资源优势，

打造了江苏省兴化市千垛田园综

合体。整体设计在优化园区空间、

保留水乡特色的基础上，划分出农

业景观、休闲聚集、农业生产、生活

居住四大功能区，重点打造垛田观

光、渔村体验、互动娱乐、康养度假

等景观节点，营造景在村中、村融

景中的诗意效果，铺展“千垛花海、

梦里水乡”的秀美画卷。

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是

田园综合体景观设计的出发点。

不少设计师对农田、水域、山林、

坑塘、村落、道路、建筑风貌等进

行系统设计，以增强生态系统修

复能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提升

资源环境承载力。以山东省临沂

市沂南县岸堤镇朱家林田园综合

体为例，设计团队坚持生态优先，

坚守“建园区更是建社区，建风景

更是建环境”理念，结合村中山、

水 、林 、田 、湖 等 自 然 景 观 ，作 出

“一核两带五区”的整体规划。绿

色种植、道路改造、垃圾无害化处

理、水系修复和水肥一体化工程等

细节设计，进一步夯实绿色发展根

基，使曾经的穷山沟蝶变为集生产

美、生态美、生活美为一体的美丽

空间。

以地域文化为内核，创造独特

景观。一种作物、一座残桥、一处

老宅等都是文化，蕴含乡村独特魅

力。每一个田园综合体设计都应

立足当地文脉，打造独特文化景

观，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归

属。一些设计师深挖当地文化资

源，注重提升体验感，强化文化附

加值，湖南省浏阳市永安镇童话湾

里田园综合体就是其中一例。项

目围绕“留住乡土记忆，创建幸福

家园”，充分利用人们对“种子”的

情感，建设了老种子博览园、老种

子主题民宿、美栗谷等，打造农文

旅融合发展的特色 IP，既为当地

人构建起精神家园，也使外来游客

在参与体验中深度感受乡土文化

魅力。黑龙江省富锦市稻海田园

综合体，则聚焦当地稻田文化，创

意打造稻田艺术，把休闲农业、文

化艺术、农耕活动等结合起来，使

其成为展示现代农业科技和农耕

文化的重要窗口，也为人们了解农

耕文明和稻作文化、开展亲子教育

提供了好去处。

以产业融合为支撑，助推乡村

高 质 量 发 展 。 田 园 综 合 体 的 设

计，旨在改变传统乡村发展方式，

以设计带动乡村资源高效聚合、

功能全面整合、要素深度融合，推

动“三产”融合发展。浙江省绍兴

市漓渚镇，是著名的花木之乡。设

计团队充分发挥当地花卉景观优

势，调整种植结构、升级花木档次、

提升相关配套，引进一批优质农文

旅类项目，巧妙地“以花为媒”，创

新编织花经济、花文化、花产业，创

建了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

体验等为一体的全域联动的花香

漓渚田园综合体，为乡村发展注入

活力。在广东省广州市鳌头镇，设

计团队立足当地“田园牧歌”式的

生活方式，提取牧场文化基因，以

最能代表当地特色的“百年村落”

“千头奶牛”和“万亩良田”为独特

IP，规划整合农业畜牧、休闲文旅、

研学教育、婚庆文创四大引擎产

业，构建“三街两园两带两基地”发

展格局，打造了越秀风行田园综合

体，使其发挥多重效益，惠及千家

万户。

田 园 综 合 体 重 在“综 合 ”，它

不 是 农 业与旅游的简单相加，也

不是简单 的 规 划 布 局 ，而 是 集 生

态农业、休闲旅游、文化传承、社

区建设、配套发展等于一体的多元

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尊

重农民主体地位，深入了解乡村

生 态 环 境 、经 济 发 展 、社 会 因 素

等，以“多规合一”的设计营造田

园综合体，不仅圆了人们的“田园

梦”，也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澎

湃动力。

（作者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艺

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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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

重要标志。”中国文艺志愿服务是中国志愿服务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美术教育、美术传播、美术应用等公益服务

活动，又是文艺志愿服务的重要方面。近年来，广大美

术工作者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多种形式的美

术志愿活动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既丰富了人民群众的

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又起到美化心灵、播洒阳光、传递

正能量的积极作用，使人们获得美的教育、感受美的升

华、提高美的境界、产生美的行为。可以说，美术志愿服

务也是一种社会美育行动，它为志愿服务增添新光彩，

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亮点之一。

擦亮品牌   共享艺术

在中国文艺志愿服务的大家庭中，美术志愿服务有

其独特优势。内容上，拥有多元的图像表达、直观的情

感对应、丰富的审美感受；形式上，机动灵活多变、短期

长期皆宜、服务成本低效果好。基于这些特点，美术馆、

美术学院、画院等机构纷纷成立志愿者团队。在中国文

艺志愿者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等组织和单位的带领

下， 广大美术工作者积极投身志愿服务，开展美育、传

播文化、丰富人民生活。

线上线下联动，多元实践擦亮志愿服务品牌。近年

来，“中国精神·中国梦——美丽乡村行”“送欢乐下基

层”“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等文艺志愿服务品

牌，以协会组织、基层点单、艺术家积极配合的方式，为

基层群众提供形式多样、层次丰富、内容广泛的文艺志

愿服务，美术工作者踊跃参与其中。他们往来于福建省

龙岩市古田镇、湖南省吉首市矮寨镇、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兴安县等老少边地区，在厂矿企业、学校医院、军

警边哨等地，写春联、送年画、办讲座、赠美术图书和美

术作品、为基层美术工作者开展培训、为基层美术爱好

者辅导授课……在系列实践中，美术志愿者既为当地群

众提供了高品质文化产品，也锻炼了自身本领、增强了

社会责任，更使一个个志愿服务品牌深入人心。在线

上，美术志愿服务的触角进一步延伸。中央文明办三

局、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联合开展的“圆梦工程

——名家名师话美育”网络公共课程，促进学校、家庭与

社会互动互联，探寻美育新路径。“乡村艺课”美育公益

项目，集结一批以中国美术学院师生为主体的志愿者，

一方面为乡村学校提供线上美术课程，另一方面前往当

地开展线下实践活动，让美育资源通过线上线下助力精

神共富，激发美术志愿服务新效能。

彰显美术特色，精品佳作铺展动人画卷。“一手画

笔，一手生活”是美术工作者的日常，新时代美术工作者

用画笔绘就志愿服务新篇章。譬如，自 2021 年起，安徽

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师生组建志愿者团队，开展“为烈士

画像”系列公益活动。志愿者通过查阅烈士资料、与烈

士后代交流等方式，倾情刻画烈士容颜。这一活动让许

多生前未能留下照片的烈士，有了生动具体的形象，让

他们的亲人有了承载思念的依托，更让一段段英雄故事

从历史走进现实。还有一些美术工作者或为志愿者画

像，或以志愿服务活动为灵感展开创作，以艺术“点亮”

志愿服务，让志愿精神接力传递。像王铁牛油画《油菜

花开入画来》、郑迪中国画《章金媛与她的志愿服务团

队》、周刚水彩画《不负韶华——我们是青年志愿者》等

作品，均以真挚的刻画礼赞志愿者们传递爱心、温暖社

会的精神，激励更多人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如今，美术工作者的责任意识、奉献意识持续增强，

在志愿服务中着力将满足需求与引领需求结合起来，通

过丰富供给内容，以及开展集中服务、深化日常服务、做

好结对服务等方式，让更多美术资源“飞”入千家万户。

多点开花   反哺社会

从原来部分美术工作者参与志愿活动，到今天各类

美术志愿服务和志愿者团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加；从

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指导、中国美术家协会实施，到各

地美术家协会、美术院校、美术馆、画院等积极响应；从

分散式到多层次、多点位全面有序铺开，美术志愿服务

逐步实现从常态化到规模化，从活动化到模式化，从初

始化到制度化的转变。

整合优势资源，多维度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近年

来，越来越多美术志愿者发挥特长，参与到和乡镇（村）、

社会组织、慈善机构等协同联动的志愿服务中，通过美

术创作、培训、支教，以及景观设计、建筑设计、农产品包

装设计等形式，以艺术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在陕西省延

安市象鼻子湾村，中国美术家协会依托“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文艺志愿服务实践点开展美术普及、美术骨干结

对帮扶等活动，助力革命老区文化建设。在云南省大理

白族自治州剑川县，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支教团 10 余

年来努力创新职业教育中的美术教育教学路径，解决产

教融合、职普融通难题，为乡村艺术人才培养、民族工艺

发展贡献力量。在浙江，乡村青少年美育课堂志愿服务

项目“圆梦青苗·以艺育美”，搭建起包含全省艺术师资

力量的培训联盟体系，既有文化馆系统培训师资，又有

社会培训机构、美术志愿者参与，服务乡村青少年 8 万

余人次，让优质美育资源滋养更多美好心灵。

传播艺术魅力，多形式丰富大众精神文化生活。不

久前，在中华艺术宫举办的“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览油画作品展，实验艺术、数字艺术与动画作品展”，同

步推出 100 余场高水准的公共教育活动，涵盖学术讲

座、专家导赏、志愿者公益导览等。这些活动让观众在

与高水平美术作品、优秀美术工作者、志愿者的对话中，

领略艺术之美。这只是当代美术馆志愿服务的鲜活一

角。近年来，我国美术馆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服务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志愿者管理机制逐步完善，志愿者服

务水平与综合素养不断提升。在中国美术馆，志愿者团

队已成立近 20 年，他们秉持着对艺术的热爱和无私奉

献精神，用高水平的导赏和服务为观众带来高品质的审

美享受，有效满足大众精神文化需要。福建省艺术馆牵

头成立“福建省文化馆志愿者联盟”，持续开展“农民漆

画创新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受益群体覆盖 26 个农民画

乡的 200 余名农民画家，促生千余幅作品。

发挥艺术价值，传递人文关怀。面向特殊群体，美

术志愿者致力于以艺术之光照亮他们的生活。比如，广

东美术馆策划的“艺术疗愈·病房花开”项目、武汉美术

馆推出的“用艺术点亮星星的孩子”项目以及“艺术的分

贝：听障人群美育项目”等，皆围绕特殊群体展开，以艺

术课堂、环境改造等多元形式，增强其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重庆大学学生团队发起的“七色光绘梦”志愿

服务项目旨在帮助特殊学生掌握一技之长，并协助解决

就业问题。项目探索出“低年级兴趣培训，高年级艺术

帮扶”的模式，开创性编写、制作传统文化、非遗等绘本，

帮助学生培养美术兴趣、挖掘自我价值。其发起的“七

彩动画城”，则通过制作无障碍动画片，辅以生动讲解，

丰富视障儿童的文化生活。团队还打造了“纸上植树”

“娃娃计划”等系列活动，累计帮扶特殊学生上万名。

在美术志愿者的帮助下，基层文艺人才队伍不断壮

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志愿服务助力经济社

会发展的作用更加突显。

凡人微光   引领风尚

    汲取榜样力量，把雷锋精神和志愿精神体现到志愿

服务工作各方面，是新时代美术志愿者的责任和使命。

    著名人物画家刘文西一生 100 多次深入陕北写生，

走遍 20 多个县区，以憨厚朴实的陕北农民为原型，创作

了大量反映农民新生活、农村新气象的优秀作品。在刘

文西的带动下，许多美术工作者纷纷加入这一行列。他

们在志愿服务过程中，不畏烈日严寒，与当地群众同吃

同住，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

养，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实现了志愿精神的

传承，彰显榜样的力量。正如老一辈美术工作者杜滋龄

在一次美术志愿服务中为当地群众画像时所说：“叶浅

予先生是我的老师，速写本不离身这些习惯都是叶先生

教我的，有助于随时记录下生活中感动你的点点滴滴。”

榜样的力量引领着广大美术志愿者踔厉奋发，做“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的践行者，以艺术奉献人民。

美术志愿服务既要关注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也要注

重激发内生动力，培养造血功能。5 年前，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建萍在广西壮族自

治区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调研时发现，当地妇女颇擅

刺绣，这一文化资源却未能转化为乡村产业优势、发展

优势。于是，姚建萍希望“用绣花针帮助妇女们改变观

念、增收致富”。此后，她举办多个培训班，培训绣娘近

200 人次。为解决当地刺绣扎针难、速度慢等问题，她开

出 3 个良方：底料取消上浆厚布、刺绣用绷架、单手扎绣

变为双手扎绣。这样一来，传统刺绣在实现“飞针走线”

的同时，又保留了地域文化特点，实现了传统工艺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今，还有许多像姚建萍一样的

专家型美术志愿者，将金点子、好办法奉献给有需要的

群体，使美术志愿服务实现供需双向互动、精准匹配。

志愿之光汇聚美的力量。当下，越来越多美术志愿

者充分发挥文艺和志愿服务的双重功能优势，以大爱之

心服务社会、回馈时代。他们的无私奉献将带动更多美

术工作者加入志愿者队伍，推动中国美术志愿服务蓬勃

发展。

（作者为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画

院美术馆原馆长）

向美而行点亮志愿之光
何加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