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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宣州区水东镇农旅融合谋发展，昔日藏于深山，今成网红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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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镇变身千年古镇变身““千强镇千强镇””

兴农人兴农人巾帼

创新技法、培养新人、发展产业、助民增收——

贾艳梅：传承剪纸艺术 助力乡村文明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蓓

春天的安徽宣城，美成了一幅画。
雨后，雾气在山间氤氲，仿若仙境。汽车

在水东镇祁梅村的乡村公路上行驶，路两边
是大片大片金黄色的油菜花，一转弯，更像是
进入了花的海洋。粉白的樱花、粉红的桃花
交错生长，蜿蜒向前，美不胜收。

“周末、节假日，游客络绎不绝。”水东镇
党委书记陈章学对脚下的这片土地如数家
珍，“我们有‘千年古镇’、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艺术特色乡村等丰富的文旅资源，近年
来走农旅融合发展之路，串‘珠’成‘链’，老
百姓吃上了旅游饭，水东连年跻身‘全国综
合实力千强镇’，并获评‘中国慢生活休闲体
验镇’。”

文旅复兴

祁梅村是宣州区首个“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

“时间回到二十年前，咱村还是远近有名
的上访村。”村党总支书记黄连洲记忆犹新，

“村集体和村民组之间为了山场上一点儿蝇
头小利，到处上访，村民怨声载道。”

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2014
年，村“两委”带着村民代表到江浙学习。“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资源咱不缺，缺
的是发展的眼光和路子。”找到差距，回来就
谋划。

先修路。2016年，村村通工程启动，砂
石路修建成水泥路。再推进污水处理等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实
现路网、水网、电网、污水管网多网贯通。
2016年8月，村里引入了省级重点项目“亲心
谷”休闲度假旅游项目，又将4米宽的水泥路
拓宽成6米宽的柏油路。

随着“诗与远方”成为祁梅村的主题，昔
日藏于深山、无人问津的小山村，日益成为城
市人的诗意栖息地和网红打卡地。

距离祁梅村不远的水东老街，形成于明
朝万历年间。春日和暖，当清晨第一缕阳光
照射下来的时候，老街在游人的喧嚣声中再
次苏醒过来。

迎着晨光，来自杭州的导游吴清扬又一
次带着旅行团走进老街，沿着青石板，在大夫
第、十八踏驻足倾听曾经的故事；在正街的皖

南民俗馆观赏皮影戏；在肃穆的水东教堂前
感受中西文化融合的魅力……

这条四百多年的老街也曾沉寂落寞。
如何留住老街的原貌，又能焕发活力？

陈章学印象深刻，2016年，水东镇启动大景
区建设，确定了“一花七叶、金道银廊”的总
体规划，水东老街作为“一花”被纳入大景
区建设中，老街的改造提升工程也拉开了
帷幕。

2020年，宣州区展开决胜全面小康、决
战脱贫攻坚等“六大会战”，老街及古镇片
区的建设进入“快车道”，并成功举办水东
蜜枣文化旅游节、《长三角寻味水东》G60
科创走廊六城市摄影大PK、中秋国庆赏月
音乐会，大大提升了老街及古镇片区的知
名度。

生态富民

凭借绿水青山和田园风光，发展的路打
通了，村民们心里的路也修通了。

2017年，祁梅村村民唐存富和爱人利用
自家闲置的房屋开办起农家乐。“每年春暖花

开或者节假日，来我们村旅游的人很多，游客
一多，我们的生意也好起来了。家门口就有
生意做，不用出远门打工。”

“亲心谷”项目建成后，100多个用工岗
位率先聘用当地人。“村里几十位妇女在这里
做服务员、保洁，每月有三千多元工资，收入
不少还能照顾老人孩子。”黄连洲笑着说，“这
几年，再没人上访没人闹，村‘两委’想的全是
发展的事。”

中午11点，上何村“万福楼”的农家乐
里，老板何霄正忙着招待客人。

2019年，创意乡村文旅项目——山岳文
旅落地上何村。在杭州做服装设计的何霄
敏锐嗅到商机，毅然辞去工作，返乡办起了
农家乐。现如今，农家乐一年的收入足有40
万元，一家人守在家门口过日子，感觉特别
滋润。

“村里回来的人越来越多，来的游客也越
来越多。到了节假日，我们家烧的菜都要打
电话提前预订，下一步我们想把农家乐打造
成有特色的民宿。”何霄笑道。

入夜，喧闹一天后的水东老街，游客丝毫
不减，坐落于老街街头的“宣扇”店铺内更是
热闹，老板娘罗亚兰忙得不可开交。

“宣扇由竹节和宣纸做成，做工精美，也
能代表宣州、徽州文化，对游客很有吸引力。”
罗亚兰说，“店刚开张的时候，受疫情影响生
意不太好。随着镇政府一系列的文化旅游推

介活动，尤其是在老街的灯光秀、夜游活动开
始后，客流量增加了很多。现在旅游经济复
苏，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

漫步水东，依托自然山水，一座座特色乡
村风景如画，党委、政府有力有效引导，历史
文化、民俗风情与乡村振兴有机融合。

春暖花开的日子里，一栋栋农家小院依
山傍水，洁净宽敞的柏油路一直延伸到农户
门口，村民、游客如在画里，幸福悠然。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22名红军战士在枪林弹雨中飞夺泸定桥
的画面，再现当年那场荡气回肠的绝地之战；
停靠在南湖岸边的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
重托、民族的希望……

近日，在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指
导、民盟中央美术院主办的“同心绘盛世，妙
手剪华章——贾艳梅剪绘艺术作品展”上，贾
艳梅以其独创的“分层叠加剪纸法”所创作的
一幅幅剪纸作品，展现了共产党百年奋斗征
程中的重要事件、民盟与中共肝胆相照的史
实以及乡村生活的生动图景。

“有人把剪纸当成爱好，有人把剪
纸当成事业，而我是把剪纸当成生
命。”从一位普通农家姑娘成长为剪纸
非遗传承人，多年来，贾艳梅将全部心
血注入这一件事，剪纸这项传统技艺
在新时代也被赋予了新的艺术追求。

独创“分层叠加剪纸法”，为
传统剪纸注入时代活力

贾艳梅的家乡是河南省虞城县李
老家乡的朱庙村。童年时期，剪纸、纸
扎这些当地传统技艺，一直伴随她的
成长。

“我们小时候穿的绣花鞋、虎头
鞋，上面的鞋花全靠妈妈、奶奶自己剪
花样。”惟妙惟肖的动物鞋样、年节时
的喜气窗花……传统的剪纸艺术一直
深深吸引和浸润着贾艳梅的心灵。她
也继承了母亲的一双巧手，成为全村
人口中最心灵手巧的姑娘。

贾艳梅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
者：“8岁那年拿起剪刀，就再也没有放
下过。”学历不高，也没有经过系统学
习，贾艳梅的成功全凭一腔热爱。

2004年，她开始尝试窗花和生肖
剪纸。2005年，她向更细腻的戏曲脸
谱迈进，在《飞天》《古典仕女》等作品
中能初窥其风格与创新。

“走到哪里我都在琢磨，怎么把我
看到的风景用剪纸表达出来。”为了让

手中作品无限接近心中想象，贾艳梅还自学
了版画、油画、染纸等知识。

2008年，贾艳梅突破传统剪纸的平面模
式，创新了“分层叠加剪纸法”，运用染色、绘
画、剪刻、折叠、黏合等综合技法，通过将数层
经过晕染的剪纸叠加镂空，形成了画面层次
立体突出、光影效果传神生动、写实与浪漫兼
具的新型剪纸艺术。

《开国大典》《鹤舞长江》《喜迎二十大》
《一起向未来》……贾艳梅的作品吸收借鉴版
画、油画、摄影等艺术形式，结合传统题材和
红色教育主题展开艺术创作，既有历史深度，
又不乏时代特色。

开设剪纸课堂，吸引年轻人加入传
承队伍

被评为河南省商丘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间多层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后，“传承”
对于贾艳梅来说就是“最大的事”。

提起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女儿，贾艳
梅语气立刻温柔了许多。女儿毕业于商丘师
范学院艺术设计专业，也是县级非遗传承
人。科班出身，又有剪纸技艺的加持，女儿创
作的作品时常让贾艳梅既意外又自豪，这也
让她意识到，必须吸引更多有文化、有兴趣的
年轻人加入。

自2010年开始，她持续开展剪纸艺术进
校园活动，长期与商丘师范学院、商丘学院、
商丘工学院合作，定期走进虞城县青少年活
动中心、校园等地开办公益剪纸课堂，为学生
讲解剪纸理论知识，并指导他们亲自动手制
作剪纸。围绕在贾艳梅身边，学生们更直观、
生动地认识和了解了这项中国传统文化，也
为剪纸文化的传承注入新活力。

如今，贾艳梅被商丘师院聘为文化产业
导师，一批批年轻的学子也成了“民间剪纸”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者。

2018年，贾艳梅走进商丘市特殊教育学校，
带着那里的听障学生一起剪纸，一做就是五年。

“听障的孩子更专注，他们的创造力甚至
优于健康的孩子。”贾艳梅的想法很简单，“希
望他们走出校园后，可以到景区等地用剪纸
技艺丰富当地文旅产品，创出一份自己的事
业。”令她欣慰的是，不断有学生如愿走上这
条道路，实现家庭、事业双丰收。

做强产业，带动乡亲们增收创收

贾艳梅的作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和市场的
认可。为了能将剪纸艺术做大做强、发展成产
业，带动乡亲们都能增收创收，多年来，贾艳梅
免费举办剪纸艺术培训20多次，尤其针对下岗
职工、残疾人、贫困家庭等，其中大多为女性。
学成后，贾艳梅还会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回购。

2021年，在县领导的提议下，贾艳梅带
头成立虞城县李老家乡朱庙村剪纸乡村文化

合作社。她的“贾艳梅剪纸艺术馆”先后被命
名为商丘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商丘师范学
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河南省巧媳妇
创业就业工程示范基地。

今年，贾艳梅计划再培训5000人，培养
一批未来的非遗文化传承能人和乡村工
匠，也让更多的人能参与、体验到多层剪纸
的魅力。

祁梅村省级重点项目“亲心谷”休闲
度假旅游项目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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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书涵

2023年伊始，我来到上海市崇
明区竖新镇仙桥村，开始为期两年
的到村任职锻炼。恰逢临近春节，
村干部们准备开展上门慰问活动，
一句“小李，你也来”，把我拉进了
队伍。

第一家，是位于村西南角的一
户：走进小巷，来到一幢并不显眼的
平顶房前。村干部大声喊了几次老
人的名字后，大门后露出一个脑袋，
眼里满是提防和戒备，瞧见走在前
头的村主任，她立刻眉头舒展，边鼓
掌拍手边“蹦蹦跳跳”，口齿不清地
说道：“你们那么多人来看我啦，我
太开心了！”我有些惊讶她的兴奋过
度，默默跟着大家来到屋内。

一位干部打开她家冰箱，里面
除了两大碗清拌豆瓣和一排鸡蛋
外别无他物，我正疑惑着，她又激
动地对我们说：“你们拿点鸡蛋回
去吧！我给你们新鸡蛋。”大家连
忙请她坐下，耐心询问她的近况，
叮嘱她按时吃饭，有困难来村委会
找村干部帮忙，她像孩子一般拼命
点头说“好”。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位失独、
失智老人，儿子早亡，丈夫三年前因
病去世，家中仅留她一人，平日里是
村委会和周边邻居在帮着照料。

接下来的几日，我几乎天天
提着大米、拎着牛奶跟着村干部
们在村里奔波，共计慰问了四十
多户人家。

这天，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村“两委”班
子成员正统计着前期慰问名单，突然有个披着雨衣
的老人，颤颤巍巍走进办公室，我瞧着眼熟，想起来
昨天刚拜访过她家。她擦掉额头上的雨滴，举起手
中的红塑料袋朝我们说：“两颗家里的大白菜，刚拔
的，带给大家尝尝。”村干部们马上放下手中的活
儿，谢绝了她的好意，并送她到村委会门口，一起扶
她坐上一辆蓝色小三轮车。她佝偻着背缓缓离开，
还不忘回头带着笑意和我们挥手说再见。

这两位老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往日
里，我一直觉得，慰问是我们代表党和政府传递关心
关爱的单向付出，而事实上，村民百姓也把我们的一
举一动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几枚鸡蛋、几颗白菜，
让我感受到那份最淳朴、最诚挚的人间真情。

后来，我走在村里，也主动和村民们微笑点头、
挥手打招呼，他们都会回复我更加灿烂的笑容，仿佛
把我当作了一个地道的仙桥村人，让我切实感受到
了此处是吾乡的那份安心。

寒冬褪去，暖春已至。我将一直记得这场春节
里的“双向奔赴”，继续在基层一线看“柳暗花明”，听
风吹麦浪，感受温暖、记录真情，深入基层、为民服
务，万般珍惜与村民打交道的每一天。

（作者系上海市崇明区竖新镇仙桥村党总支书
记助理）

李书涵（左）看望村内独居老人。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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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恩江镇聂家村农民正在地里铲收草皮。近年来，
永丰县着力调整农业结构，瞄准城乡绿化市场需求，推行“党支部＋基地＋农户”经营
模式，引导农民发展草皮种植，以绿色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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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艳梅（右）下乡寻访民间老手艺人，学习收集
老剪纸花样。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