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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农具，拿起画笔，“中国牡丹画第一村”平乐农民画师队伍70%是女性——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田梦迪

“刚学画画时，很多人觉得农民学国画，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平
乐镇平乐社区（原平乐村）的张勃告诉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20多年前，自己因满腔热爱
放下农具、拿起画笔，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能
成为一名农民画家。

更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家乡成了“中
国牡丹画第一村”，从几岁的孩子到年过古稀
的老人，全镇从事牡丹画创作的达到1000多
人，牡丹画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书画
装裱、快递、电商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村里形
成了产销一条龙的文化模式。

脚踏大地 画自心生

在张勃的家乡，有一位画牡丹画的先驱
者，他就是平乐农民牡丹画创始人郭泰安。

“郭泰安是我小学时的美术老师，早就听说
他画的牡丹花雍容华贵、供不应求。”张勃
告诉记者，长大后第一次见到郭老师的牡丹
画时，自己被深深吸引，小时候那颗热爱画
画的心重新被点燃，“当时就决定拜师学
艺。”

一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想学专业国
画，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张勃并未被周
围的反对声吓退，在执意坚持下，她成了平乐
村最早开始学国画的人之一。

“拿画笔和拿农具是完全不同的。”张勃
告诉记者，看老师画画挥洒自如，当自己下笔
时却发现并不简单。“写意画是比较难学的传
统国画，需要用心领悟琢磨，用大量的时间去
练习、积累经验。”初学国画的时候，张勃边务
农边带娃，每天挤时间学习。

看到张勃对国画如此热爱，家人渐渐不
再反对。在家人的支持下，无论三伏还是寒
冬，张勃坚持到大自然中观察、体验、写生，把
绘画融于生活，又从生活中琢磨绘画技艺。

“我希望能把自己心中的想法都用手中
的笔描绘出来。”张勃从未因自己是农民出身
而对艺术放低要求，为了更好地下笔，她还不
断学习书法，提升自己对毛笔的控制。

在名师指点和自身不懈努力下，张勃的
绘画水平飞速提升。她3个月掌握技法，1年
独立出画，3年成为洛阳市美术协会会员，5
年成为河南省美协会员，并且开了自己的工
作室。如今，她一幅画的价值已经是最初的
十几倍。

走出家庭 实现价值

统计显示，在平乐的农民画师队伍里，

70%左右是女性。来自上屯村的农民女画师
辛慧霞说，在农村，妇女算是“剩余劳动力”，
出去上班的话，不一定有合适的岗位。

对此，张勃也深有体会，通过画画，她在
照顾家庭、教育孩子的同时，走出家庭，闯出
了自己的一番天地。

如今，张勃已经成为专职画家，被评为一
级画师。在平乐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幅
画一亩粮”，张勃告诉记者，“现在画一幅画，
能抵过去种一亩地的收成，真是和做梦一
样。”

在张勃这批农民画家的带动下，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学习牡丹画。平乐的名声，也在
全国鹊起。张勃记得，广州一家培训机构的
美术老师千里迢迢飞到平乐村，拜她为师学
了10多天。他说要把平乐牡丹画教给更多
城市里的孩子，发扬光大。

这些年，张勃和村里不少农民画家先后
到北上广深等地参加艺博会，作品在国内不
少画廊展示拍卖，村民的花鸟画还远销国

外。2012年，张勃作为文化志愿者，
在国家博物馆的中国妇女儿童十年
发展成就展上，现场挥笔创作，在她
的笔下，一朵朵牡丹花鲜艳欲滴，跃
然纸上，引得现场观众啧啧称赞。

聊起这些经历，张勃成就感满
满，她告诉记者，“从农民到画家，一路走来收
获很多，不仅改善了生活条件，而且家乡‘中
国牡丹画第一村’的名号越叫越响亮，自己能
为传播家乡特色文化贡献力量而感到自豪。”

借力电商 形成产业

最近，平乐村的不少农民画家把创作从
画室搬到直播间，他们负责专心作画，旁边的
专业团队负责讲解销售，一条清晰的牡丹画
产销链正逐渐形成。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牡丹画第一次搭乘
电商的快车。早在2011年，平乐村电商协会
会长黄少蒙就发现，线下交易周期性太强，每
年只有春节前后、4月牡丹花节和中秋节三个
时间点能卖画，于是，他把电商模式带进了平
乐村，让牡丹画的“生存危机”迎刃而解。

黄少蒙店里上架的画作有400多款，一
年销售额400万左右。他曾经帮张勃卖过一
款牡丹图，两年卖了4000多单。卖成爆款以

后，还是张勃亲自上门求饶，“黄老板，能不能
把那幅画撤了，每天画同一个图，我实在画不
动了……”

这两年，随着直播的兴起，平乐镇农民画
家孙红霞开始从幕后走到台前，来到直播间

“上班”。“当主播有月薪，每卖一幅画还有提
成，如今我直播销售牡丹画，能拿两份收入。”
孙红霞笑着告诉记者，“让更多网友近距离欣
赏牡丹画从创作到成稿的过程，让更多人了
解洛阳和牡丹文化，我这名农民主播也很有
成就感。”

如今，平乐牡丹画借着电商和直播的东
风远销各地，“中国牡丹画第一村”的品牌
也越叫越响。据报道，当地建有占地 90亩
的中国平乐牡丹画创意园区，设有绘画创作
室、拓片体验区、电商培训区、网红直播间
等。

在牡丹画创意园区的带动下，当地从事
牡丹画创作的超过1500人，从事麻布彩绘的
企业1家、石刻艺术企业两家、黄河石画企业
5家、牡丹瓷企业1家，提炼牡丹精油、生产牡
丹花饼及牡丹花茶等相关衍生产品企业3家，
带动从事装裱、包装、销售的农户100余户。
平乐社区每年可创作牡丹画50万幅，销售额
达1.2亿元。去年，平乐镇平乐社区还获评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耿兴敏

秭归县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西陵峡两
岸，三峡工程坝上库首，也是著名的“中国脐
橙之乡”。每年夏季炎热和刚立秋的时候，也
是夏橙采摘的高峰季节。橙子好吃，但一颗
橙子从深山里运到消费者手中，并不是件容
易的事。

运输“神器”助橙农减负增收

泄滩乡棋盘岭村1组村民宋林凤家今年
种植了13亩脐橙。脖子上戴着新买的金项
链，宋林凤开心地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
者，去年一年的夏橙收入是8万元，再加上不
忙的时候出去打打零工，还有些其他收入，自
家的小日子越过越好了。

宋林凤说这话时，憨厚勤快的老公汪毅站
在妻子身边一直微笑着，他告诉记者：“过去运

橙子，全靠人挑肩扛。你看，这里山
高坡陡，只能这样一筐一筐背上
来。”公路下面山势险峻的陡坡上，
是汪毅家连片的橙子树。

汪毅说，每到采摘季，采摘队大
多为夫妻搭档，女性采摘为主，男人
负责转运，两口子工作一天收入在
800~1000元左右。同时，各个种植
户因为花钱雇人采摘、运输，成本付出也比较
高。

现在好了，汪毅说，有了轨道运输，一次就
能转运3000斤，一天比过去多运好几倍。

夏橙采摘季节，山势陡峭的湖北秭归乡
下，像汪家兄弟这样的果农不用再为采摘和运
输发愁：收购车直接开到了距离家门口也就50
米的收购点。

在收购点旁边的山上、山下，一条条自山
上延伸而下或者自山下延伸而上的铁轨正在

不停地运输着一筐筐采摘好的新鲜橙子。
这是当地政府为解决果农橙子采摘运输

难题，依托金融部门资金支持而推广的运输
“神器”——果园运输机。

每隔大概十多分钟，就有一辆满载着橙子
的小车沿着铁轨缓缓行驶到收购点，守候在此
的收购工人直接将车上的橙子搬出过秤，高效

而便捷。果农们开心地告诉记者，以前只能依
靠雇佣人力来背上背下，如今依靠这个政府资
金补贴支持的轨道，不仅提高了运输效率，还
大大节省了运输成本。

龙头企业拉动 延伸产业链

县长顾鹏飞介绍，秭归全县脐橙种植面
积40万亩，产量80万吨，综合产值超100亿
元，全县 90%的乡镇、80%以上的行政村、
70%以上的人口从事脐橙相关产业，秭归成

为全国柑橘产业30强县。小脐橙已逐步发
展成为大产业，渗透到秭归经济社会发展的
方方面面。

在秭归县，政府大力扶持的屈姑集团建成
了全省首个柑橘深加工全产业链条，开发脐橙
酒、脐橙醋、脐橙茶等系列产品100多个，实现
从花到果、从皮到渣“吃干榨尽”，填补了国内
柑橘综合利用深加工项目空白，从而也带动了
劳动力的就业。

水田坝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姜华告诉记
者，水田坝乡柑橘产业年产量13万吨，产值5.5
亿元。全产业链条解决了2.5万人从业和就
业。疫情这几年，有2000原本外出务工人员，
如今都回乡参与柑橘产业。

水田坝乡龙口村的胡开平告诉记者，在过
去，村民们居住在环吒溪河东线海拔135米
处，种植脐橙，品种单一，收入方式单一，销售
单一，再好的橙子卖不出来钱。2000年因三
峡大坝建设发展，水位上涨，胡开平一家随着
山势迁至海拔190米处，继续种植脐橙。那几
年由于脐橙品质不优，收入也不理想。2004
年，在乡党委和政府支持下，在农业部门技术
指导下，果农们迎来了一次优良品改的机遇，
将品种换成伦晚、中华红、九月红、纽荷尔、夏
橙。

如今的秭归一年四季都有鲜果挂满枝
头。“通过5年优良品改，我家一年四季都有橙
子卖，品质高了，价格卖得贵了，相对以前收入
高了。近几年家乡变化太大了，周边环境变得
更美，游客越来越多，人流增大，我便在家里开
起了农家乐，让自己一辈子都在用的厨艺变成
了工钱。”胡开平说。

不仅如此，胡开平还建起了采摘园。“游客
可以采摘我家的橙子，有的还留下联系方式，
进行物流发货交易，我家的橙子不够就把邻居
的带动销售，这几年家里多产业发展，收入大
大提高，日子过得充实了，口袋的钱装满了，我
们一家人更幸福了！”

▲ 2021年冬天，张勃和其他农
民画家在村里的墙体上自发绘制巨幅
牡丹，扮靓乡村。

受访者供图

▲ 2017年，张勃跟随河南省
文化厅到泰国曼谷参加“欢乐春
节”活动，宣传家乡的牡丹文化。

■ 邱海鹰 文/图

11月4日，四川省
华蓥市科技与大数据局
的技术人员专程来到天
池镇老屋嘴村彭心龙
家，回访富硒红薯种植
效果。一到田间，正忙
着挖红薯的彭心龙就热
情地迎了上来，“今年秋
天虽然遭到持续干旱，
雨水较少，但听了你们
的技术指导，我们转变
了以往的种植模式，采
用平栽、浅栽等新技术，
加上用心管理，每亩产
量 比 去 年 多 收 了 近
1000斤！”

天池镇位于华蓥山
区半山腰，山地资源丰
富。该镇结合当地的富
硒土壤和气候特点，致
力于科技兴农，因地制
宜培育发展各类特色种
植业。由于红薯的营养
价值比较高，还有“食
疗”效果，加上当地农民
又有种植红薯的习惯，
镇政府便因势利导，邀
请市科技与大数据局的技术人员，进行
育苗、栽植、管理全过程指导，有效促进
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据天池镇分管
农业的副镇长陈华介绍，今年全镇采用
新技术培育的1500多亩富硒红薯获得
丰收，平均亩产量达2500公斤，销售价
每公斤达4元，比种植玉米等传统农经
作物每亩增收30％以上。

“我这是第二次来天池买红薯了。
这里的红薯表皮光滑鲜红，口感香甜软
糯，无筋无丝，个头大小也均匀，让人看
了都喜欢！”家住华蓥市城区的段先生
说，“上次买了50斤，全家人都爱吃，没
多久就吃完了。今天准备多买点，带回
去送给亲戚朋友尝尝！”

“富硒红薯种植，让山区农民看到了
新的希望。”陈华说，他们将依托天池富
硒土壤丰富的资源优势，通过“合作社+
农户”的形式，种植、加工一条龙发展，把
富硒红薯种植做大做强，做成真正的富
民产业。

华蓥市天池镇老屋嘴村的村民在田
间收挖富硒红薯。

■ 江文辉

眼下正是大棚西瓜种植的休整
期，为提升种植户的栽培技术，近日，
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农渔业办公室联
合温岭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在全国
文明村——松门镇胜南村开设西甜瓜
绿色高效栽培技术课，吸引了当地70
多名西瓜种植户参加。

胜南村有1000多人口，其中近一
半从事西瓜种植业，农户们主要种植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明珠研发的王牌
西瓜8424，近几年经济效益不错。

这次农用技术培训，松门镇邀请
了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高级农艺师
张华峰主讲。张华峰是宁波市领军拔
尖人才第三层次人才，主要从事西瓜
新品种选育、栽培技术研究与技术推
广工作，曾主持、参与国家、省、市各级
相关科技项目并多次获奖。培训中，
张华峰向农户们介绍了浙江省西甜瓜
产业发展现状、西甜瓜产业面临的新
形势新问题、西甜瓜新品种等。之后，
他又从播种育苗、整地定植、田间管
理、农业机械、适期采收、病虫害防治
等方面，重点讲解了西甜瓜高效栽培
技术。种植户们表示，培训服务贴心
周到，受益匪浅。

“今天听了老师的讲课，施肥、病
虫害防治等都讲得比较详细，很实用，
对种植户来说有很大的帮助。”60多
岁的王小生种植西瓜有 4年多时间，
从专家讲课中了解到甬蜜3号、甬蜜7
号、甬蜜6号和兰芯等西甜瓜新品种，
他挤进人群向农艺师要了不同品种的
种子，计划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
种植中，尝试西甜瓜种植的新路子。

▲ 为解决果农橙子采摘运输难题，秭归建成运输
“神器”——果园运输机。 受访者供图

农科院专家农科院专家
进村讲课啦进村讲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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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秭归全县脐橙综合产值超100亿元，全县70%以上的人口从事脐橙相关产
业，秭归成为全国柑橘产业30强县。小脐橙已逐步发展成为大产业。

秭归秭归：：运输运输““神器神器””让小脐橙变身大产业让小脐橙变身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