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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蓝倞 通讯员 吴剑梅

本报讯 在今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等级性考试思想政治试卷中，松阳“画
家村”沿坑岭头村的“网红故事”成为一道
论述题。 不仅如此，一部展现松阳枫坪乡沿
坑岭头村乡村振兴之路的纪录片《画家·
村》， 也在近日荣获第三届浙江省纪录片
“丹桂奖”优秀微纪录片。“一支画笔，改变
一座村庄” 的励志故事， 在这个小山村上
演。

画家来到了这个小山村
一步一景四季风光不同

说起这个故事， 不得不提到丽水职业
技术学院副教授、油画家李跃亮，他曾在沿
坑岭头村担任了 5 年的农村工作指导员兼
村第一书记。 在他的努力下，曾经萧条的村
庄成了远近闻名的“画家村”，迎来了一波
又一波的画家、高校艺术生和山外游客。

沿坑岭头村， 是一个古老而又偏僻的
小村庄，它坐落在 700 多米的高山之腰，因
交通不便，山村发展受限，村民生活窘困。
前些年，在下山脱贫搬迁的大浪潮中，这个
村曾被列入整村搬迁的计划。“坦率地说，
我是希望深入大山，与大自然接触，寻找更
多的创作元素和灵感。 ”李跃亮闲暇之余走
村进户寻找可以写生的地方， 一个偶然的
机会，他来到了这里。

在他眼里，沿坑岭头村古朴而静默。 村
落周围植被繁茂，良田美竹散落其间，传统
民居高低错落地成片分布于各个小山坳
中， 村落房前屋后分布着 180 多棵当地特
有的金枣柿树，一派优美的田园风光。

作为土生土长的松阳人， 李跃亮自然
对家乡的一草一木充满了感情， 特别是当
他看到沿坑岭头村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和黄
泥黑瓦的古朴建筑风貌后， 他开始重新审
视这个偏僻山村的发展潜力和价值。“沿坑
岭头村一步一景，一年四季景色不同，别有
一番韵味，十分适合写生。 ”李跃亮说，如果
把这里开发成一个“画家村”，一定可以吸
引许多学生和画家前来写生创作， 这样既
可以保留整个村落， 也可以帮助村民提高
生活水平。

2012 年初， 李跃亮来到沿坑岭头村担

任农村工作指导员兼村第一书记， 在他看来，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写生创作的地方，如果做成

“画家村”， 吸引画家和艺术生来写生创作，倒
是一条不错的发展路子。

“画家村”红遍全国
人气旺了村民富了

通过半年多时间走村写生、百姓访谈等细
致考察后，李跃亮与县、乡领导及村民讨论沟
通，商定在沿坑岭头村发展民宿产业，以接待
全国艺术院校艺术生、画家、摄影家为主要客
源的特色民宿，建设“画家村”。

李跃亮充分发挥指导员、 画家的专业优
势，创作了一百余幅以沿坑岭头村风土人情为
题材的油画作品，出版油画专集，举办画展，还
邀请了中国美院、列宾美术学院、柏林艺术学
院教授等国内外知名画家前来写生，组织画家
团体写生、采风活动、通过媒体宣传、互联网画
展等多维方式传播，还成立“沿坑岭头画家村
合作社”，建起了“乡村美术馆”，打响了沿坑岭
头村的名气。

一个本不为人所知并将消失的小村，很快
成了“网红村”。一批外出打工的青年看到山村
的希望， 开始返回家乡经营民宿和休闲旅游
业，村里曾经无人问津的“金枣柿”也成了“网
红果”， 小村庄由此开始走上一条艺术带动休
闲产业的复兴之路。如今，村庄每年吸引画家、
高校艺术生、 游客近 3 万人次， 村民年增收
300 余万元。

2014 年，沿坑岭头“画家村”被国家行政学
院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评为“中国乡村文明
建设十个故事”；2015 年，沿坑岭头“画家村”
民宿“柿子红了”被评为“浙江省十大小而美民
宿”，成为浙江省民宿改造样板；2016 年，沿坑
岭头村被中国文化管理协会评为“中国新农村
文化建设优秀教育阵地” ……用李跃亮的话
说，艺术助推乡村振兴永远在路上，希望沿坑
岭头村在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
越来越红火， 他将继
续关注更多像沿坑岭
头 这 样 的
村庄，用画
笔 描 绘 乡
村蓝图，用
艺 术 助 推
乡村振兴。

松阳“画家村”的“网红故事”登上上海普高学业考试试卷，纪录片还获了大奖

沿坑岭头村：一支画笔画“红”一座村庄
阅读提示

曾经，这里名不见经传，甚至于被纳入整村搬迁；
今天，这里成了全国小有名气的“画家村”，画家游客
纷至沓来。 让我们走进松阳枫坪乡沿坑岭头村，看它
的蜕变与重生。

《井冈山会师》
献礼祖国七十华诞

□ 记者 黄俊剑 通讯员 张晶晶 留军

本报讯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浙江专场新闻发布会。 青田选送的青田石
雕作品———《井冈山会师》亮相发布会现场同步举办
的“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展示和非遗展示，吸引了中外嘉宾的围观和赞誉。

据了解， 这件精美的青田石雕由青田籍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张爱光创作， 以井冈山胜利会师这一重
要历史事件为题材而创作。

这件作品前后创作时间达两年之久， 取材于名
贵的青田封门金玉冻石，黄白色为山川、树木、人物、
瀑布等，黑色则为屋宇、山石等，色彩对比强烈，刀工
细腻入微。 在大师的一刀一刻间，既展现了祖国的秀
美江山，又将历史性的事件和青田石雕艺术相融合。

据悉，在《井冈山会师》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张爱
光经过多次修改，在设计构思、选料布局、打坯戳坯、
放洞镂雕、精刻修光等方面精益求精，最终完成了这
件精美的青田石雕作品。 张爱光表示，虽然创作过程
中遇到过大大小小的问题， 但是他作为一名青田石
雕手艺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双
手将《井冈山会师》这一历史题材的石雕作品展现于
世人，向祖国七十华诞献礼。

成世界技能博物馆首批藏品
□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王黎丽

本报讯 日前，世界技能博物馆首批展品交接仪
式在上海举行。 首批交接的 30 组 105 件展品将被世
界技能博物馆永久收藏， 我市技能大师胡小军的传
统工艺刀剑作品———《当代工匠作品四神汉剑》位列
其中， 这也是我省推荐选送展品中唯一被收藏的展
品。

据了解，世界技能博物馆将于 2021 年 9 月上海
世界技能大赛举办期间同步建成开放， 旨在展示国
际技能发展历史和最新潮流， 推进世界技能合作与
交流，弘扬工匠精神。 此次世界技能博物馆征集的首
批 30 组 105 件展品，包括实物、照片、影像、工具、作
品等。

胡小军是龙泉剑村刀剑研究院院长、 高级工艺
美术师。 他致力于中国古典刀剑的技艺制作和文化
传播，用近 20 年时间复原失传已久的镟焊百炼钢锻
打技艺，又复原古代镔铁、草钢、天铁等稀有钢材的
冶制技术，创造性打造出适合刀剑制作的陨铁钢。 他
曾为多部影视作品定制刀剑道具， 其作品先后荣获
多项行业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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