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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安阳林州市石板岩镇高家台村是一座隐于太行山深处的小山村，山高路陡、通行不便，但几乎每天都

有不少游客和热衷写生的艺术爱好者慕名而来。

4

月

5

日是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60

周年。 高家台村是红旗渠畔远近闻名的“画家村”。 门前的古树下、民宿的阳

台上、清澈的溪流边……在高家台村，每走三五步就能看到青年学生写生的身影。 素描、油画、水彩……每个画种

在“画家村”都能找到堪称绝佳的实景作参考，这里一年四季洋溢着浓郁的艺术气息和青春活力。

高家台村党支部书记张海根告诉中青报

?

中青网记者，近年来，高家台“画家村”及其所在的太行山“中国画

谷”的知名度，在全国“写生圈”和艺术界迅速攀升，中央美院、清华美院等八大美院以及全国其他

200

余所高校相

继在该村设立写生基地，年接待量超过

20

万人次。

甘肃省宁县九岘乡

特色种植助乡村振兴驶上“快车道”

暮春时节， 走进甘肃省宁县九岘乡

北庄村蔬菜种植大棚，

70

岁的村民崔鹏

军和村友们正在种植黑木耳， 他们一会

儿起垄培土，一会儿铺地膜、栽菌棒，忙

的不可开交。

“我利用农闲时间来这里务工，每

天能挣

80

元钱，够零花钱了。另外，村上

有钱了，修了村部广场，年初还唱了戏，

村里环境卫生也很干净整洁， 群众都很

高兴。 ”崔鹏军说。

今年以来， 宁县九岘乡北庄村依托

黑木耳、甜瓜、辣椒种植大力发展村级集

体经济，目前已建成大棚

5

座，其中种植

黑木耳

2

棚、甜瓜

2

棚，培育金银花苗

1

棚，每年可为村集体稳定增收

12

万元。

“目前金银花苗和黑木耳种植基本

已经完成，另外我们预留

40

亩地，准备

种植辣椒。 同时我们还和相关产业单位

达成协议， 计划在

5

月初就可以开始种

植。 ”宁县九岘乡北庄村村支书崔小

宁说。

今年， 宁县九岘乡深入贯彻落实县

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早谋划、早行动，

立足全乡农业生产实际， 科学制定春耕

计划， 围绕粮食安全， 大力发展特色种

植，积极开展农业结构调整，使乡村振兴

驶上了“快车道”。

产业兴则乡村兴， 产业旺则农民

富。 同样，在宁县九岘乡东会中药材就业

工厂， 宁县九岘乡马洼村村民雷亚宁和

工友们正忙着给刚刚收获的大黄削皮，

现场一片忙碌景象。

“我家里有老人、 小孩儿不能外出务工，就

在附近打零工， 自从东会中药材就业工厂

建办以来我就一直在这里干活，每天

90

块

钱，一年务工收入大概一万元左右，可以补

贴家用。 ”雷亚宁说。

据了解，九岘乡东会中药材就业工厂

主要从事黄芪、金银花、刘寄奴、大黄等

13

种中药材的收购、初加工、贮藏和销售，年

生产中药材饮片

200

吨以上， 产值可达

510

万元。 该就业工厂可吸纳

20

余名劳动

力稳定就业，人均月工资达

3000

元，实现

挣钱、顾家两不误。同时带动周边

600

余户

群众参与中药材种植与初加工产业链，增

加群众经济收入。

“目前加工的药材品种有赤芍、鸡参、

苦参、大黄、桑白皮等，用工最多的时候每

天有

30

多人， 每年工人人工费支出大概

30

多万元。 ”宁县九岘乡东会中药材就业

工厂负责人张新会说。

据宁县九岘乡乡长何霖介绍 ，今

年 九 岘 乡 全 乡 计 划 种 植 粮 饲 玉 米

12000

亩，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600

亩，目前已完成覆膜

7860

亩。到户产业

精准落实‘

1+4+X

’ 帮扶措施 ， 计划发

展户下产业

221

户 ，目前完成以金银花

为主的‘庭院经济 ’

65

户 ，并在北庄村

新建大棚

1

座，育金银花苗

10

万株；培

育食用菌示范户

9

户。 与湘乐庆湘源辣

椒加工厂签订订单销售协议，全乡流转

土地

300

亩种植朝天椒，多渠道发展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

（张红晓 曹康 张洋）

“小山沟”变身“画家村”

“这里的山峰非常独特，不是单一

平面，而是层层叠加的，每一层褶皱都

有不同的形态。 ”来自甘肃的刘女士是

一名写生爱好者，

3

月底， 她专程来到

高家台村， 只为目睹并亲笔画下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

“家家石板房 ，山山不一样，这是

很吸引写生爱好者的一个点。 ”谈到高

家台村的独特写生优势，张海根介绍，

“比起优势，‘合适’最重要。 这里不大

不小、高低错落，刚好能将远处的太行

山、近处的石板房等比例‘定格’进同

一个取景框， 对写生爱好者来说是一

个绝佳的创作平台。 ”

这一写生胜地曾一度面临着人口

流失严重、生存艰难的问题。 张海根介

绍，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 高家台村资

源匮乏、交通不便，村里

430

多口人搬

走了一大半，“没办法， 那个时候‘旅

游’几乎不存在，即使观光门票仅为

5

毛钱，也很少有人愿意来”。

石板房的保护救活了这个传统村

落。 人口流失后，尽管村里多处石板房

已十分破败 ， 当地村民依然保留着 。

“这些石板房是祖辈们用从太行山下

一趟趟挑来的石板岩盖成的， 保留下

它们， 就是要提醒我们的后辈别忘记

艰苦奋斗的来时路。 ”张海根说，高家

台的“扁担精神”与“红旗渠精神”一脉

相承，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是红旗渠畔

每个村庄脱贫致富的法宝。

2003

年，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带领

学生采风时，偶然发现了高家台村：山

峦重叠、崖壁雄奇，尽显北方山川之壮

美， 而独特的石板房在云雾笼罩下又

颇有一番江南风韵。 从此， 高家台村

“南北兼容”“高性价比”写生胜地的名

号在全国传开。

一排排古朴错落的石板房，乘着新

世纪的文旅热潮脱颖而出， 高家台村

依托独特的旅游资源， 成功转型成为

远近闻名的“画家村”，也盘活了村集

体经济。

“画家村”里出画家

“在高家台，随便拉来一个村民都

乐意画上两笔。 ”杨增福说。

杨增福是高家台村的一名职业经

纪人， 也是林州市石板岩镇写生协会

副会长。 他告诉记者，高家台村家家户

户都住着画家，这里的画家分两类，一

类是土生土长的野生“草根画家”，另

一类是从全国各地前来写生的“学院

派”画家。

杨增福的父亲杨文生就是从太行

山里走出的“草根画家”“农民画家”。

“

1998

年我在村里办画家村写生基地，

让父亲帮忙照看。 时间长了，他感觉画

画还挺好玩的， 就把学生们扔掉的颜

料和画笔捡起来， 没事儿的时候画两

笔，结果一画就画了

20

多年。 ”站在入

村口画廊杨文生的画作《高家台之夏》

前， 杨增福说， 父亲原来没有学过艺

术，也不会画画 ，在父亲身上，他看到

了环境对人的影响与熏陶。

村中的景入了画，村中的人也成了

画中人。 像杨文生一样，村里受浓厚写

生氛围影响而爱上画画的村民不在少

数。 张海根说：“画家村里的‘草根画

家’们并非精通画画 ，而是热爱画 、愿

意画，有这个劲头儿就足够了，也可以带

动一部分学生找到画画真正的初心。 ”

高家台村里的“学院派”画家则来自

全国各地， 分散在村庄的各个角落采风

写生。“大到雄奇壮丽的太行山大峡谷，

小到山路口停着的一辆车、 树下趴着的

一只慵懒的猫， 都可以是我们写生的对

象。 ”河南师范大学美术学专业学生张书

畅说，“画家村写生之旅， 让我从美术的

角度，对许多结构复杂的参照物，有了更

加深刻的认识， 帮助我在艺术创作上实

现了一个新的跨越。 ”

“进村前还是‘理论派’，出村时已进

化成‘实力派’。 ”杨增福说，这是许多来

写生的高校学生的真实写照。

靠“写生经济”走上致富路

“只有转变思想 ，提升服务质量 ，主

动了解前来写生的游客需要什么， 才能

发展好‘写生经济’，为‘画家村’带来源

源不断的经济增量。 ”张海根说。

1998

年， 回乡做职业经纪人的杨增

福， 听说安阳师范学院美术系的老师想

找个地方带学生们写生， 便找到美术老

师推荐了自己的家乡高家台。

“他们住了

22

天， 我收入

2.8

万

元。 ”从那时起，杨增福尝到了“写生经

济”带来的“甜头”，准备在家乡开创一条

“写生

＋

文旅”的创业路线。

拓展写生基地，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主 动 邀 请 各 大 高 校 美 术 系 师 生 前 来

写生……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努力下 ，

高家台村在写生圈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的高家台村民开始选择返

乡创业。修民宿、开饭店、办写生用品店、

搞文创店……一系列配套写生产业链的

建立， 唤醒了这里沉睡已久的山水资源

和建筑资源， 让这座太行深处的小山村

重焕生机。

“目前村里一天最多可接待

3000

人，

依托‘写生经济’，每年能实现人均增收两

万元的经济效益。 ”张海根说，每年春、夏、

秋季是美术生来村里写生的旺季， 其中湖

北、山东、山西、河北的美术生较多。

高家台村的成功实践， 也带动了其

所在的石板岩镇写生产业的发展。

4

月

1

日，石板岩镇春暖花开，随处

可见写生的身影。 石板岩镇地处太行深

山峡谷中，近年来被誉为“中国画谷”，慕

名前往的写生爱好者特别是青少年学生

络绎不绝，年均达

200

万人次。 石板岩镇

正以创建全国特色写生名镇为契机 ，努

力建设国际写生名镇和高端民宿小镇 ，

擦亮“中国画谷”品牌。

石板岩镇写生行业协会会长杨凯介

绍， 目前协会有

141

家写生基地和

108

家民宿， 可同时容纳

1.5

万人前来参观

写生。 协会对写生基地会员进行星级评

定，通过舒适的食宿环境和良好的服务，

吸引全国美术家、美术专业师生来写生。

今年还计划成立画品交易中心， 为写生

者提供变现之路， 也将举办针对高校师

生的画展活动。

随着高家台村的客流量日益增长 ，

传统石板房村落的开发与保护问题也日

益凸显。“要扩建我们会担心打破原来的

美感， 按兵不动又怕接不住后续的‘流

量’。 ”张海根说，只有将发展写生产业与

保护传统村落相结合， 在延长产业链和

提升服务质量上下真功夫， 才能不断续

写画家村“写生经济”致富经。

（潘志贤 朱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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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渠畔有个“画家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