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百里瓯江，一路蜿蜒向东，七百里流经丽水，时而浩
荡，时而平缓，越过山涧草甸，在莲都区大港头一带冲刷出一
片开阔而宁静的水域——一幅名为《入冬的节日》的油画，描
绘出丽水莲都区大港头村的动人美景。

这幅画的作者，是从小在大港头村生活的丽水巴比松画
家黄小华。多年来，家乡风貌给了他源源不绝的创作灵感，
而绘画的内容，也随着村庄的变迁不断变化——崎岖的小路
变成了纵横贯通的风情街巷，透风漏雨的破旧屋舍变成了鳞
次栉比的店铺，作品题名也从《山雨·吹着无趣的风》到《慢节
奏的江南小镇》再到如今的《春风又绿江南岸》⋯⋯

如今的大港头村，生态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重塑为“可
看、可观、可感、可诵”的山水诗画真实场景。这一方山水的
时空更迭、价值转化，见证着蜿蜒流淌于诗画山水间的一江
共富“金水”生生不息。

“不变的是山水底色，变的是人与村庄的面貌与精气
神。”黄小华说。

一支画笔在山水间“造梦”

“小华，又来画画啦!”
每当黄小华在大港头村埠头的大樟树下架起画架，同村

叔伯阿姨们总会停下脚步，向这个“从小看着长大”的 90 后
晚辈打声招呼。

“我 6岁爱上画画，因为当时村里有很多画家来写生，我
就在一旁观摩学习，还受过不少大师的指点呢。”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无数画家被大港头村附近的山水风光吸引，自发
到这里写生。画家们的到来，让黄小华从小与画结缘，也为
当地播下了艺术的种子。

瓯江码头是黄家祖孙四代“讨生活”的地方。黄小华的
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埠头的摆渡人。

“当年父亲在大港头摆渡，迎来送往无数画家和艺术生，
久而久之，父亲和他们成了朋友，带着他们到处寻找景色优
美的写生地点。”据黄小华回忆，父亲的画家朋友经常把他带
在身边，手把手教他练习绘画技巧，为他成为丽水首位“颜文
樑艺术奖”获得者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丽水画家借鉴法国“巴比松画派”，
以画笔描绘秀山丽水，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画派——丽水

“巴比松”。
2006 年，大港头村所在的古堰画乡以“画”为核心启动

建设，10多年来，艺术写生成为众多画家和各地艺术院校学
生来到这里的首要目的。目前，已有近 300家艺术院校在此
建立了写生创作基地，年接待写生创作人数超 15 万人次。
在这里，毕加索、达利等国际著名画家作品先后亮相，一个个
重磅画展接踵而至，同时吸引了 17 名院士、126 家艺术家工
作室入驻，油画年产值达 1.2亿元。

同样得益于取材瓯江山水、超脱于自然之美的艺术提
炼，大港头村沿岸每年吸引包括国风文化传承者李玉刚在内
的各类摄影爱好者 4万人次，成为华东市场多条精品摄影线
路的重要节点目的地，是丽水摄影创作的窗口名片。

如今，黄小华回到家乡的另一个任务，是对一些中小学
美术教师进行绘画培训。不仅如此，他还成立了绘画爱好者
的艺术公社，无偿分享绘画理论知识和技巧，“让艺术之光照
亮更多人的心灵。”

一艘渡船的“诗与远方”

在大港头村的渡船码头，每天早上不到 6 点，黄小华的
父亲黄丽星就会登上渡船，仔细查看水和机油的情况，并把
驾驶舱里外擦拭干净，开始一天的摆渡工作。

在瓯江上为过往行人行船摆渡，是 56 岁老艄公黄丽星
的“家族事业”。他从 3岁起就跟随祖父在渡船上生活，16岁
开始撑船摆渡，如今已有 40个年头。

2014 年以后，古堰画乡景区管理单位收购了黄丽星的
渡船，从此他有了固定收入和固定开船时间，每周也会有休
息日，社保问题也一并解决。而他的身份不变，依然是这一
带唯一的“船老大”。

“以前开船是全年无休，每天都得出工，甚至腾不出时间
去探望住在碧湖的母亲。现在虽然远不如以前忙，收入却翻
了倍，我们夫妻俩每年能挣十几万元，60岁以后还可以拿退
休金，日子过得真舒心。”黄丽星说，景区的“统一管理”模式
对村庄发展大有裨益，“以前街坊邻居大多以捕鱼、种菜为
生，收入微薄。现在，像我这样在景区工作的村民超过 100
人，大家按月领薪，生活踏实多了。”

在村里沿江漫步，只见远方青山如黛，绵延起伏一望无
际；近处江水潺潺，细浪翻腾奔流不息⋯⋯然而，这令游人趋
之若鹜的“诗与远方”，得来并不容易。

“早些年，村里销毁了一百多口露天粪缸，拆了五十多个
猪棚，还拓宽了道路，环境大变样之后，才吸引了越来越多游
客。”黄丽星告诉记者。

退出历史舞台的不仅有村里老旧不堪的茅厕、猪棚，更
有一直影响大港头村、河边村等村落大气环境的木制品产
业。2015 年前，大港头村老街的一侧是静谧如画的临江古
民居，另一侧则是破败杂乱的低小散作坊。

为了治理粉尘、噪声污染，2015 年，莲都仅用 43 天就将
包括大港头村在内的古堰画乡周边 154 家木制品厂全部整
治到位，转型迁移 84家工厂，拆除 8.2万平方米违建，清理违
法占地 22.52万平方米。

“现在，单是这里的三艘游船，每年就能给镇里 10 个村
带来 43.8万元收入。”黄丽星说，每到节假日，村里就会迎来
如织的游客，“最忙的时候，我一天得往返五六十趟呢。”

“乡村艺术+”夯实共富路

从 2014 年到 2019 年，黄小华以江边、古樟、游人等为素
材创作的几十幅作品在各类画展中频繁亮相，斩获无数奖
项。

这些年，如同黄小华的创作势头一般，大港头村也因画
打开了艺术发展之门。随着生活艺术化理念的不断深入，全
国各地创客纷至沓来，民宿、手作、酒吧⋯⋯各种时尚与艺术
元素在这里碰撞沉淀。围绕丽水“巴比松”这一艺术核心，以
艺术为媒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被打通。

如今，大港头村所在的画乡，每年吸引近 200万游客，助
推了民宿产业的发展，总床位数已经达 2400张，越来越多本
地、外来投资客都到这里开办民宿。画乡内画廊、咖啡馆等
商铺林立，仅在江滨路老街、渡南路短短 700 米长的街道两
侧，就有 100多家，其中不少由当地村民自主经营。

地处双荫亭畔的游江小溪鱼馆，虽然位于老街最东边，
却是最热闹的一家。每到节假日，店铺门口总是站满了等位
的游人，去年国庆期间，每天晚上 9时许还在翻桌。

“起初我丈夫在河边捕鱼，我负责烧菜。后来大樟树广
场、艺术区陆续建成，生意变得更好了。”曾经经营木制锯板
厂的方春梅，在结束生意后开起了这家溪鱼馆，她告诉记者，
店铺门口常年摆着做清明粿、粽子等本地小吃的摊点，“清明
粿 2元一个，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有三四千元收入呢。”

随着生意水涨船高的是店铺的租金。方春梅告诉记者，
最初的年租是 2000 元，三年一租，此后逐年上涨，从 7000 元
到 2.7万元再到 10万元，最高达到了 15万元。

方春梅的店铺，是向村里 4 户村民租赁的，黄丽星就是
房东之一，这也是他除了渡船“工资”外的另一笔收入。“我家
的自建房，也能腾出空房间用于出租。除了摆渡的收入，我
一年最多还能挣八九万元。”黄丽星笑着说。

去 年 5 月 ，丽 水 发 布《瓯 江 山 水 诗 路 文 化 旅 游 规 划
（2021-2035年）》，以山水诗文化为纽带，把自然景观和诗词
文化相结合，重新聚焦和呈现瓯江之美，致力于将瓯江山水
诗路打造成丽水文旅融合发展的魅力人文带、黄金旅游带、
美丽生态带和富民经济带。

这个消息，给正在谋划建设民宿的方春梅提振了信心。
在大港头东侧的艺术区旁，一幢 4层白色建筑已进入收

尾阶段。这是方春梅投资 400多万装修的民宿，计划在今年
暑假正式开业：“有这一片诗画山水，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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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在 瓯 江 山 水 间 ，望 见“ 诗 与 远
方”——八百里瓯江泱泱东去，积淀出丰
厚的人文底蕴。瓯江山水诗路文化带是
浙江省政府实施的“文化浙江”建设亮点
工程和“大花园”建设标志性工程之一。
同时，也是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的新抓手。如何让“诗与远方”
激活山水生态价值？

作为瓯江山水诗路文化带上的重要
节点，“画乡”大港头村给出的解答是，要
在如诗如画的沃土中种出文旅相融的果
实，既要靠一以贯之的推动，也要靠各方
齐心联动。最终让诗路不仅兴盛在纸笔
间，更兴旺在实景中，让“诗与远方”可
吃、可住、可演绎、可触摸、可品味，亦可
带走。

回顾过往，大港头村以“发展中保
护、保护中发展”为原则，保持了古堰画
乡极佳的自然生态环境。同时，以山水
为媒，开创具有鲜明丽水特色的“巴比
松”画派。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丽水一
批青年画家扎根大港头，借鉴法国“巴比
松画派”技法，以手中画笔描绘秀山丽
水，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丽
水“巴比松”画派，并成为中国“乡土”风
格美术流派的代表之一。

“画乡”除了是绘画之乡，也是如画
之乡。在绘画的基础上，青山、瓯江、帆
影，自然吸引了很多摄影爱好者们来这
里拍照，这里的山、水、帆、房子、渔民都
成了摄影师拍照的对象。十多年间，大
港头围绕丽水“巴比松”这一艺术核心，
不断探寻以艺术为媒的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助力乡村振兴。

“雨歇村南大港头，湖光掩映夕阳
楼 。 也 能 热 闹 如 城 市 ，六 县 来 船 并 一
州。”清代诗人朱小塘在《大港头春望》里
的寥寥数句，便让时光倒流如初，诉说瓯
江边大港头村的昔时繁华。如今，迈向
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诗里的繁华场景
将以另一种形式再现——当山水和“诗
与远方”美丽邂逅，大港头必将在瓯江山
水诗路文化带里大放异彩。

“诗与远方”里的
共富基因

■本报记者 沈隽 郑佳仑 通讯员 余俞乐

之三·诗路篇

本版制图本版制图//张李杨张李杨 设计设计//蒋巧巧蒋巧巧

3320222022年年66月月22日日 星期星期四四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沈沈 隽隽

深 度深 度··聚 焦 共 同 富 裕聚 焦 共 同 富 裕

■■本期策划主题本期策划主题

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向共同富裕的丽水途径奔
向
共
同
富
裕
的
丽
水
途
径

终审终审：：施龙有施龙有
策划策划：：崔崔 璀璀
执行执行：：刘淑芳刘淑芳

沈沈 隽隽
张李杨张李杨
付名煜付名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