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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准市场脉搏，“画”出脱贫之路

走进这座文化大院，主人正在伏案创作。“我正在
画的这幅画，是受到了今年春晚节目《只此青绿》的
启发，我把她们从屏上请到了画里。”赵艳飞说。

薄如蝉翼的丝绢上，一幅精美的画作已见雏形：
以临摹中国名画《千里江山图》为背景，一位婀娜的
舞女衣袂飘飘，造型优雅。青绿山水层峦叠嶂，构思
精巧。

“这幅画已经被预订了。”赵艳飞笑着说，“工笔画
创作以仕女、花鸟等为主，我们紧跟时代脉搏，创作
出很多热点题材。”他打开手机展示自己的公众号视
频，“北京冬奥会期间，以‘冰墩墩’为原型的工笔作
品收到很多点赞！”

宁晋是粮食主产区，过去农民大多靠粗糙的双手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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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地道的农家汉子如何走上了
艺术创作之路？

赵艳飞的父亲赵印存退休前是当地中学的美术老
师，擅长画工笔画，他从小耳濡目染，跟着父亲学习
工笔画，一来二去就入迷了。

“1998年我带着十几幅花鸟作品去北京潘家园，没
想到这些画全被收购，一共卖了2000多元，这在当时
可不是个小数字。”赵艳飞说。

画画可以修身养性，还能养家糊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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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几年工夫，赵家就翻盖了新房。看到赵家用
画笔改善了生活，周边一些乡亲们把孩子送来拜师
学画。

“当时父亲定下规矩，凡是来学画的分文不收，要
特别关照残疾人等。来时两只手，带着本事走。”赵艳
飞说。

几年下来，村里一些残疾孩子、留守妇女等通过
学工笔画掌握了一技之长，有的能自食其力，有的改
善了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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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文化大院被河北
省妇联授予“河北省巧手脱贫示范基地”。

在赵家父子带动下，褚家庄村逐渐成了“工笔画
之乡”。全村专业画室发展到30多个，村里约有300来
人作画。褚家庄村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第五批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在河北省入选的村镇中，褚家庄
工笔画是唯一的文化产业项目。

传承历史文化，提升艺术修养

工笔画文化大院里有一个“宁晋文史复原图展
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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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传
颂”“圣贤文庙”“谯楼暮鼓”“古街石坊”……一幅幅
精美的画卷仿佛把人带回古郡，漫步于古城老巷。

“如今这些老建筑都不存在了，只能通过画来再
现，慢慢回味。”赵艳飞说。由于种种原因，宁晋县城

中的古建筑大都没有保存下来，这16幅画还原了家乡
昔日的文化繁盛，显得尤为珍贵。

这里的“镇馆之宝”是一幅长达 18 米的工笔画
《安宁晋福文史图》，画中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市
井人物、摊贩商贾，活灵活现，惟妙惟肖。这是赵家
父子三人通过走访本地学者、查阅大量文史资料，历
经数载创作完成的宁晋古县城风貌图。恢弘的气势、
细腻的笔触、精心的布局，尽显创作者对家乡的热爱。

“工笔画文化大院常年对外免费开放，多次接待周
边群众的参观和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赵艳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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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的文化底蕴，汲取文化力
量，培养崇文向学、自强不息的品质。”文化大院一直
在宣传家乡的优秀历史文化，弘扬时代精神，传播党
的声音。

3月4日，北京冬残奥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开
幕。画室的残疾学员孙龙盼有感而发，创作了以短道
速滑运动为主题的作品《一起向未来》，借此弘扬自强
不息、奋力拼搏的精神。“我想把这幅画送给北京冬奥
组委，表达一个残疾人对奥运精神的支持与热爱。”孙
龙盼说。

为表彰赵家父子对传播优秀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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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特色小镇，做大文化产业

2021年12月29日，冬日暖阳下，工笔画文化大院
格外热闹。这天，中国工笔画学会的艺术家们来到这
里参观，与农民朋友切磋绘画技艺，指导农民绘画。

同一天，宁晋县工笔画发展大会召开，来自中国
美协、中国工笔画学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
以画会友，共话未来，就宁晋工笔画高质量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等开展深入交流。

“当前，宁晋县工笔画正处于展翅待飞的黄金发展
期。县里积极响应省市加快特色小镇建设、发展文化
创意产业的战略，着眼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
裕，谋划实施工笔画产业提升、河渠工笔画特色小镇
建设两大工程。”宁晋县委书记王涛在这次会上说。

工笔画产业提升，就是要通过高端平台推介合
作，让宁晋工笔画走上品牌化发展之路。宁晋县计划
进一步完善工笔画产业链条，加强人才培养，不断提
升画作质量、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充分运用“互联
网+”思维，进一步开拓工笔画市场。

宁晋县河渠工笔画小镇的打造为乡村振兴和工笔
画带来更多的希望。“立足于工笔画特色小镇建设，以
举办‘乡村振兴全域旅发大会’为契机，统筹推进产
业、生态、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融合发展，努力
把河渠工笔画小镇打造成乡村振兴的样板和典范。”宁
晋县乡村振兴局一位负责人说。

参加工笔画发展大会的赵艳飞也分享了自己的规
划。“我们要借着建设特色小镇的东风，开发工笔画文
创产品，将工笔画元素融入日常用品中，不断做大文
化产业，让工笔画‘飞入寻常百姓家’。此外，我们
还应该开发一些民宿项目，让全国各地来参观学习的
游客、学员住进民宿，赏画、买画、学画，打造住
宿、餐饮、消费、观光一条龙式服务，带动乡亲们增
收致富！”

已有丹青约，乡村美如画。宁晋的农民画家们正
在不断擦亮工笔画的金字招牌，探索一条文化产业赋
能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

经过深思熟虑，安徽省芜湖市斑马二手车
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刘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目前，二手车市场承担着车管所的部分功能，
比如车辆过户等，如果不严格把关，后续会产
生很多问题，所以，建议政府部门牵头，对二手
车交易市场经营条件及备案资质等进一步规
范管理。”坐在刘伟对面的是芜湖市委书记单
向前以及芜湖市相关部门的负责人。

芜湖定期举行“企业家接待日”公开办
公活动，市委书记参加，面对面倾听企业家
呼声，现场协调解决具体问题，研究企业帮
扶工作。

企业家接待日，对企业不设限，政府不
是盯着大企业、好项目，而是无论企业规
模、类型和经营状况，都可以参加。活动面
向全社会接受预约，有意向的企业均可以通
过网络、电话、电子邮件进行报名，也可以
直接到现场。

“发言的时候有些紧张。”刘伟笑着说，

“二手车行业确实规模不大，我提的问题也不
是很严重的问题，怕得不到领导重视。”

不过，事实证明，刘伟的疑虑是多余
的。刘伟发言的时候，单向前听得很认真。
发言结束后，单书记接过话说，“二手车行业
对消费带动作用巨大，相关部门要联合起来
给二手车行业提供好服务。”听到这话，刘伟
感到很欣慰：“心里的疑虑打消了，一块石头
落了地。”

如果说“公开接待”是上半篇文章，那
下半篇文章则是“办理实效”。企业家接待日
反映的诉求建议，相关部门给予100%回应。

在接待日，有企业提出，“融资和人才引
进不易”，芜湖市经信局联合地方金融局和市
内3所高校为其解难；有企业咨询，“如何获
得乡村振兴项目支持”，芜湖市农业农村局和
属地政府立即与其对接；还有企业询问涉法
涉诉问题，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承诺

“一定负责到底”……
接待日结束后，第二天，刘伟就坐到了

芜湖市商务局的办公室里。针对刘伟提出的
问题，商务局相关业务负责人做出了详尽的
解释。

“针对刘伟所在企业的情况，我们详细介
绍了政府在二手车经营管理方面的一些举
措，包括放宽二手车经营条件、二手车经营
主体的备案工作要减少设置前置条件、以事
中事后监管为主要手段等。”芜湖市商务局局
长何红旗说，“同时，关于下一步要采取的措
施，如加强市场监管、强化备案管理、加强
政企沟通、加强联合执法等，我们也向企业
做了介绍。”

企业家接待日为政府部门的工作带来了
很多启示。芜湖市经信局企业服务科科长王
卉表示，“企业家提出的问题很多不是流程性
的行政审批事项，而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换位思
考、将心比心，用更实的作风为企业提供更
有成效的服务。”

据了解，今年芜湖市已举办企业家接待
日 6 期，接待企业 122 家，收集问题 173 个，
已办结135个，剩余问题正在办理中。“我们
将进一步强化企业帮扶，‘一把手’带头上门
开展服务，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解剖麻雀’，
摸清需求、对症下药，把工作成效体现在企
业问题的解决上。”单向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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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晋县一些农民靠着一
支画笔，画出一片新天地，
脱贫致富奔小康。县里借势
发展工笔画产业，助推乡村
振兴，带动更多农民，“画”
出更美更新的生活。在河北
100 多个县域主导产业中，
宁晋独辟蹊径，闯出不一样
的路子，靠的就是“土特
产”工笔画。

全 面 乡 村 振 兴 已 经 开
启，面对新任务，一些地方
的农村依然遭遇旧烦恼——
找不到发展路径，不知道从哪
里突破，不清楚从哪里入手。

产业是基础。从脱贫攻
坚到乡村振兴，说到底都要
靠产业支撑。一个地方产业
兴旺，带动创业就业，农民
有事做、有钱赚，可以持续
增收，生活就能不断改善。
放眼宁晋周边，有的村庄发
展苹果种植，培育出品牌，
种出了名堂，农民尝到甜
头；有的村庄发展羊绒加
工，依托电商把羊绒制品卖到了全国乃至国
外，鼓了农民的荷包；还有的村庄发展中药材
种植、养鸡、面粉加工等，不同产业风生水
起，形成一定规模和效应。宁晋和这些地方

“看上去”差不多，且靠近省会石家庄，占得地
域等优势，假如也发展苹果、羊绒等产业，行
不行？

“抄”现成的路很容易，也简单省事，但未
必走得通，更别说走得远、走得好。现实中，
一些村镇看别人种苹果发了财，回来也“催”
本地农民种苹果，当地农民缺技术、少经验，
水土不一样，种出的苹果就是“甜”不过别
人，卖不上好价。道理很简单，同样是苹果，
适合一个地方，未必适合所有地方。

产业要讲特色，不一样才吃得开。发展产
业要看资源等禀赋，有特色才有竞争力。倡导

“一县一业，一乡一品”，就是为了因地制宜、
因人而异，避免产业雷同、产品相似。轰轰隆
隆地都去抢一条道，反而容易形成恶性竞争。

发展产业不宜盲从，一定要发掘适合自身
的“土特产”。根据本地独特资源，找到自身优
势，走出不一样的路子，才能看到不一般的风
景。正如宁晋一些农民，“不走寻常路”拿起画
笔，在本地老师傅带领下学画工笔画，吃上了
文化饭。一幅幅精致细腻的工笔画，在农民粗
糙的大手下徐徐铺展，不由让人眼前一亮。县
里借“画”发力，培育工笔画产业，谋划建设
工笔画特色小镇，带动发展文旅产业，引导更
多农民参与进来，以“画”致富，以文化人，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迈向共同富裕，

“画”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以
﹃
画
﹄
致
富

以
文
化
人

张
志
锋

以
﹃
画
﹄
致
富

以
文
化
人

张
志
锋

春风用画笔刷绿麦田，村民用画笔画
出美好生活。

阳春时节，记者来到农业大县河北省
宁晋县，探访“中国工笔画之乡”——河
渠镇褚家庄村。一进村，眼前就铺开一幅

画卷：笔直的街道干净整洁，墙上悬挂着
古朴的木质窗棂，嵌着一张张生动雅致的
工笔画。赵艳飞一家精心呵护的工笔画文
化大院就在这个村庄。

赵艳飞是当地普通农民，多年学习、

深耕工笔画艺术，在提升自身艺术水平的
同时，坚持以“画”育人，以画致“富”，
不断做大工笔画文化产业。近年来，宁晋
县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大，逐步探索出一条
助推乡村振兴的文化之路。

生态公益林春景如画
春日，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中条山大沟岭上的生态公益林一片嫩绿，林中鲜花

竞相绽放，香气扑鼻，令人心旷神怡。 薛 俊摄（人民视觉）

赵印存为孩子们讲述宁晋历史文化。 朱丽娜摄

在工笔画文化大院工坊内，一名学生认真创作作品。 资料图片

游客在工笔画文化大院门口拍照留念。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