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吴宝书
本报通讯员 鲍淼 徐巨转

盛夏的巨野乡村，满眼是长势喜人的大
豆玉米。7月23日，家住巨野县独山镇王刘庄
村的农民王广军，一大早就斜挎黑色塑胶圆
筒，骑着摩托车赶往县书画院。黑色塑胶筒
里装的，是他用五天时间画就的一幅八尺工
笔牡丹。书画院工作人员孙凌芝鉴完画，给
出了1000元的价格，并马上结账。

在巨野，像王广军这样“扛起锄头种田，
拿起笔来作画”、被称为“两栖农民画工”的
从业者，已有一万余人。

农民书画孕育发展40余年

据巨野县书画院院长陈广超介绍，巨野
农民搞绘画，虽有自汉代以来的传承，但在
近百年内少有大家，产业化也无从谈起，农
民绘画以乡村自产自销和娱乐为主。上世纪
70年代，欧美兴起用彩蛋过圣诞节，为抓住
这一出口创汇商机，巨野县于1974年成立了
美术厂，在鸡蛋、鸭蛋壳上画山水、花鸟、动
物等图案，后来又增加了册页、屏风、褂扇等
工艺品，几年时间培养了一批画工。80年代
县工艺美术厂解体，一批业务骨干走向社
会，自己搞起画室，并带动周边人一起创作，
巨野的农民绘画成星火燎原之势。

同时，农民绘画的内容和种类也在不断
丰富和发展。永丰街道办事处洪庙、董官屯
镇刘官屯等村的一批民间艺人、工匠，在继
承传统题材的基础上，以工笔牡丹为主，并
不断拓展产品种类，有临摹宋元明清文人山
水、花鸟画的册页，有人物山水画作，有以反
映农村习俗和劳动场景的当代题材绘画。

经过40多年的发展，如今巨野县自发形
成了装裱、笔墨纸砚、画院、销售、古玩一条
街等配套完整的产业链，奠定了巨野绘画市
场的完整形态，产业增加值达3 . 2亿元。

从师徒模式到专业合作社

在巨野县的乡村中，随处可见由农村院

落改造而成的画室、画院，其实，这是该县独
创的师徒创作加销售分成模式。董官屯镇刘
官屯村刘蕊蕊高中毕业后曾去外地务工，去
年底回到家乡后，到村东头的鲁西书画院学
画。记者来到这里时，她正在临摹一幅牡丹。

“跟外出打工比，我更愿意画画。”刘蕊蕊说。
从事绘画这个职业不但更有文化品位，而且
好的画工一月收入五六千元不成问题。

像刘蕊蕊这样没读大学的农村娃来到
画院“深造”，如此一带三、三带九，呈
“倍增效应”。鲁西书画院院长徐凤秋连
声感叹：“习画、绘画者太多了，太多
了！6万多人的董官屯镇，书画专业村就有
4个，专业户难以计数。”她说，仅她所在
的500人左右的小村，就有200来人从事绘
画。而且，画院的学员中不但有周围村的
村民，还有一些是从省外来拜师学艺的。

为了把农民绘画产业做得长远，避免恶
性竞争，当地农民画师领头人、永丰办事处
洪庙村农民姚桂元在2009年7月22日成立了
全省首家“农民绘画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是
画院模式的升级版，其业务范围不仅包括指
导农民创作、销售，而且还增加了对外交流、
开办展览会、争取财政扶持等功能。

合作社更像一个公司，姚桂元等带头人
专门制定了合作社章程，多达51条，详细规
定了社员的权利义务、资金分配、基金管理
及使用、会员进入退出等诸多内容，使其更
加适应市场。合作社成立以来，许多农民画
师纷纷加入，红庙村合作社现在已有成员

300多人，目前仍在进一步扩大规模。按照未
来发展思路，红庙村农民绘画专业合作社将
形成画、裱、售、展为一体的专业组织。

目前，全县画院、合作社60多家，其中50
人以上的画院就有6个，书画装裱室多达60
家，在全国建立起70多个销售网点，与国内
500家画廊、画院建立起友好合作关系。这
样，绘画作品便沿着产业链条，销往全国60
多个城市，甚至飘洋过海。

期待产业自我超越

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海外市场受

到冲击，原本红火的巨野书画市场曾一度
冷清，有些作画多年的年轻人含泪弃笔外
出务工。全县上下都意识到那种师徒传承
模式的局限。要超越自我，必须探索产业
化发展新路子。

2012年4月，巨野县投资2600万元建设的
中国巨野农民绘画培训基地正式投入启用。
基地集教学、培训、写生、创作、展览等功能
于一体，成为巨野农民工笔画产业的孵化
器。陈广超告诉记者，培训基地投入使用两
年来，已累计培训农民画师3000余人，举办
各类书画展览、交流会20余次。巨野县美术
家协会、工笔画学会均在此设立办公机构，
指导画师学习和创作。

在当地扶持政策的引领下，农民绘画也
具有了“半官方”身份，农民书画研究会、书
法协会、美术家协会、老年书画协会等机构
陆续成立。“借助这些身份，农民画家有望在
绘画界迈上更高的平台。”巨野县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马素珍说。

如今，巨野农民画又将迎来新的机
遇。2014年5月14日，山东省申报的巨野县
书画艺术产业园项目，被列入文化部2014
年度特色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库。据巨野县
县长王昌华介绍，巨野县书画艺术产业园
总投资12亿元，将集中建设一批书画廊、
创作室、艺术馆群、文化艺术交易中心，
吸引省内外书画家入驻，形成以学术研
究、书画创作、文化产品生产销售为内容
的文化园区，而此前的书画一条街将整体
迁移至产业园中。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估
算，到“十二五”末，巨野县书画创作及
装裱、销售等从业人员将达到1 . 5万人，产
业增加值突破5亿元。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李钟芸 王晓燕 报道
本报荣成讯 “真是没想到，稳稳当当

坐在家里，补办的新证就送上门了。”7月23
日，刚刚拿到新土地证的港西镇杭上村村民
孔凡凤高兴地说。原来，荣成市国土资源局
干部张晓东在港西镇“坐班”期间，得知孔凡
凤的土地证丢失，立即上门核实，趁回市里
的功夫到市政务服务大厅补发新证，并送到
了孔凡凤家里。

着眼于让农村群众少跑腿、降低办事成
本，荣成推行政务服务向镇街、便民服务向社

区“两个延伸”，开展市直干部到镇街巡回服
务、镇街干部到农村社区坐班服务、农村干部
为群众代办服务。三级干部直接把服务送到
群众家门口，让群众大事不出镇、小事不出
村，进一步方便了群众，密切了干群关系。

走出机关大院，把固定的办公场所流动
到群众身边，荣成开展了市直部门到镇街服
务活动。市委统一组织农业、人社、国土等28
个与群众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部门、448名
市直机关干部到镇街轮流坐班服务，到每个
镇服务时间不少于1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
指导培训镇村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进一

步规范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并发挥专
业特长为群众讲解政策、传授技术。林业局
干部刘成在虎山镇坐班的一个星期内，为16
个村的村民“轮训”林木采伐程序、林木评估
标准、征占用林地补偿标准。今年上半年，下
派坐班干部共为群众提供各类咨询11471人
次，直接或协助办理证件333件。

市里干部往镇街跑，镇街干部腾出精力
下沉到农村社区服务。荣成市以310处社区
服务中心为基点，以打造“十分钟便民服务
圈”为目标，建设了200处农村便民服务中
心。荣成要求镇街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轮流到

辖区内的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坐班，实行定
人、定点、定时，公开挂牌办公、公开联系电
话，对群众所办事项能够解决的当场办结，
需由镇街或市里办理的事项，由机关干部汇
总整理后拿回镇街或安排专人到市里办理，
并于下次进村服务时带给群众。

市里和镇上的干部跑下来了，村干部也
不能闲着。为发挥村两委干部的地缘优势，
该市建立村干部代办制度，制度推行后，群
众有事到村委会直接找村干部，村干部对群
众反映的问题和办理事项予以登记，承诺办
结时限，统一收集到镇街集中办理。

扛起锄头种田，拿起笔来作画；艺术对接市场，催生万名“农民画工”。

巨野县书画艺术产业园今年列入文化部特色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库———

“农”字文化产业，如何做大做强

巨野农民书画产业经过多年培育和发
展，逐步从群众自发组织、各自为战，发展到
如今近万人规模的从业队伍，辐射面逐渐扩
展到全县4个镇区办事处50余个村，品牌效
应在国内及国际市场崭露头角，在全县文化
产业发展中的龙头带动作用日益凸显。

然而，如何破解小、弱、散、慢的发
展瓶颈，是巨野农民书画产业真正走向繁
荣发展的关键所在。下一步，巨野将围绕
做大做强农民书画产业做文章，一方面要

保持鲜明的农民特色，另一方面要更加注
重创新，不断探索产业化发展新路子。为
此，我县将依托现有农民绘画培训基地，
不断加快中国农民书画产业园建设步伐，
夯实载体基础。同时，通过采取“请进
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实施义
务免费培训计划，对现有农民书画队伍进
行轮训，积极壮大农民绘画队伍，提升艺
术水平，使巨野农民书画更富生命力、创
造力和竞争力。

■书记点评

让农民书画更富创造力和竞争力
巨野县委书记 成伟

三级干部送服务 群众办事少跑腿
荣成市、镇、村干部下沉服务赢民心

关键词：文化产业化

□本报记者 董卿 本报通讯员 张建锋 刘平成

“解放军是俺的亲骨肉，鱼水难分一家亲……”7月23日，伴着
歌曲《军民心连心》的旋律，市、县、乡组织的“文艺拥军”演出队走
进莒县库山乡驻训部队，用舞蹈、歌曲表达了老区人民的拥军深
情。乡党委书记孙传国说：“在村里，军民鱼水情的故事多着呢。”

在距训练基地600米外的源河村办公室墙壁上，挂着驻训某部队
赠送的一面大红锦旗：“编外兵站，坚固后方”。墙上还有两幅彩色照
片，上面是该村干部王德贤等人向驻训部队首长赠送的两面锦旗，一
面锦旗写着“赠某部全体官兵：源河村‘荣誉村民’”称号，另一面锦旗
写着“又见当年老八路，最亲还是解放军”14个金黄色大字。

部队进驻以来，恰逢7月份历年少有的高温少雨天气。在紧张的
战备训练之余，官兵们利用休息时间积极为驻地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村民李合亮的母亲常年卧床不起，孩子智障，妻子早逝，生活困
难。驻训部队军医时常上门送医送药，部队首长还从自己工资中拿出
部分钱来，给老人补贴家用。距野营驻地不远处的大街上，是一个乡
村集贸市场，因缺乏管理，杂草丛生，泥泞难行。部队首长专门派出一
个连的官兵，出动机械装备21台次，拉运砂土370立方，利用3个休息日
时间，整平集贸市场地面600平方米，使用大规格砂石改造“烂泥路”
153米。针对村前小河没有架桥带来的过河难，官兵们用手抬、肩扛的
方式，铺设了一条长13米的纯石板、石块结构简易石板桥，为涉水过河
的村民提供了方便。76岁的村民宋会昌感动地说：“解放军住在俺庄，
感觉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老八路又回来了。”

军爱民，民拥军。库山乡是沂蒙老区，战争年代就有抬担架送军
粮，乳汁救子弟兵等拥军支取的光荣传统。新形势新时期，拥军更是
成为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头等大事。7月初部队刚来，源河村两委干部
连夜为官兵腾房子，不让一名官兵露宿街头。战士住的一间房屋下雨
时出现漏雨，66岁村民刘太吉立即找来梯子，冒雨爬到房顶抢修。炊事
班用电量大，村电工为此专门铺设了一条专线给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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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鱼水情”

7月28日，“八一”前夕，东营市垦利街道中兴社区居委会邀请
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的老党员高德茂，给辖区正
在放暑假的小朋友们讲述战斗故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庞曼 杨玉玺 报道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刘福春 报道
本报广饶讯 7月7日下午2点，广饶县李鹊镇安里村爱心理发

店的田会英安排好店里的事情后，骑上电动车，急急地往敬老院赶
去，原来在敬老院里，还有她的第二个理发店———“爱心”理发室。
来到敬老院，理发室门前早已聚集了很多老人。每周一下午等着田
会英来给他们理发，已成为老人们雷打不动的习惯。

18年前，21岁的田会英到广饶县城学习理发手艺，后来自己开
起了理发店。一次，田会英无意中听说敬老院的老人们身体不利
索，经济也不宽裕，外出理发很麻烦，她就有了为老人们理发的想
法。第一次去敬老院，看到老人有的胡子拉碴，有的头发很长，田会
英心里很不是滋味。理完发后，老人们又都高兴地像个孩子。从那
时起，田会英就成了敬老院的常客。她坚持每周一下午上门为老人
服务，每次至少为20多名老人理发，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虽然劳
累，也耽误了自己的一些生意，但当敬老院提出想给田会英报酬
时，她却说什么也不收。

去年，看到田会英每次都在屋檐下或者老人的房间里理发，还
自己带着工具来很不方便，在今年的敬老院改造中，院里专门拿出
一间屋作为理发室，专门配上了镜子、理发椅、电动推子等理发工
具，大家一致把这个理发室命名为“爱心”理发室。

田会英为敬老院老人

义务理发18年

□吴宝书 鲍淼 徐巨转 报道
农民画师在巨野县农民绘画培训基地潜心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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