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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有你定好

以艺术赋能乡村振兴
□记者 尹倩倩刘攀攀高佳敏周楷
杰周宇超 通讯员 任一重 文/摄

备受瞩目的浙江省首届“农民

画师”技能比武暨“美丽乡村 有你

定好”现场会于5月24日在定海干

镇新建村举行，同步拉开了“画

说浙里·共绘山海”浙江省首届“农

民画师”技能比武的序幕。本次比

武共吸引了来自全省11个地市的

34 位农民画师，他们以质朴的视

角、鲜艳的色彩，构建起一个个充

满生活气息的乡村世界，展示出城

乡居民生活富裕、精神富足的动人

场景。

一支农民画笔
画出共富“繁花”

上午9时，位于干 镇新建村

的乡村艺术馆内，随着浙江省首届

“农民画师”技能比武正式开启，农

民画师们开始埋头创作，勾勒线

条、调色、上色等，跟随画笔的灵动

游走，一幅幅构图饱满，展现乡村

民风民俗、生产生活、发展新貌，以

及抒发家乡情怀的农民画跃然纸

上。

“看着新建村日新月异的变

化，我当年扎根乡村的决定真是做

对了。”原本从事土木工程专业相

关工作的张斌恒在 2013年第一次

接触到渔民画，就被其缤纷的色彩

和夸张的线条所深深吸引，从此，

他工作之余都沉浸在画布上，并参

与了专业渔民画培训，开始了渔民

画创作生涯。

2015年，张斌恒毅然辞去稳定

的工作，在新建村创办藤壶美术工

作室，几年后，工作室虽迁移他地，

但新建村的绿水青山一直让他牵

挂，“我想在画作中融入新建村的

旖旎风光和浓厚的艺术氛围，向来

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展示新建村蓬

勃发展的新貌，以及舟山各乡村的

独特魅力和浓郁的渔民风情，让更

多的人愿意返乡创业。”

农民画是中华民族深具群众

基础的传统民间艺术，浙江省的农

民画创作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如

今嘉善、余东、舟山的农民画等已

然蔚然成林，农民画师们深植民间

艺术沃土，用朴实明快的绘画风格

记录、展示乡村生活，这不仅是浙

江民间美术的瑰宝，更是一条乡村

文化振兴之路。

“本次比武吸引了不少参加过

全国农民画师比赛的选手，为我

们搭建了沟通交流的平台，我们

来到新建村不仅看到了优美的自

然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浓厚

的文艺氛围，也学习到了许多值

得分享的经验。”来自衢州市柯城

区五十都村的参赛画师毛美仙告

诉记者。

诗情“画”意
激发美丽乡村新活力

比武期间，活动还结合南洞艺

谷乡野景观，精心打造了“山野画

廊”农民画展、“艺村好市”特色市

集、“艺游浙里”游戏互动、“童乡

绘梦”百米画卷四大场景，搭建起

了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交流

平台，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参

观，在自然乡野中感受艺术的熏

陶。

“童绘乡梦”百米画卷现场，随

着百米画卷缓缓展开，学生们现场

围绕美丽乡村、诗画浙江等主题作

画描绘乡景，用他们的视角发现乡

村的万千美景。“这就是我向往的

假日，在白墙青瓦的乡村尽情玩

耍，新建村仿佛就是这儿。”学生曹

欣开心地说道。这场长达2小时的

创作盛宴，仿佛也成了艺术赋能乡

村振兴的生动注脚。

《喜气洋洋》《盛世欢歌》《幸福

生活唱不完》……“山野画廊”农民

画展区，一幅幅色彩鲜活、构图新

颖，有着浓郁民族气息和艺术魅力

的农民画作品映入眼帘，优秀画家

们一幅幅往期作品展示着浙江省

各市具有当地特色的新渔农村风

貌。

沿着小径前行，“艺村好市”

特色市集的吆喝声渐次入耳，辖

区各镇（街道）共富市集摊位依次

排开，农特产品、文创产品、手工

制品等应有尽有。“这里艺术的氛

围尤其浓厚，很多市民游客因为

这些精巧的工艺喜欢上这个乡

村，我也深深感受到艺术赋能乡

村振兴的魅力。”舟山市禅渔植物

染刺绣工艺匠人陈思雨深有感触

说，出摊一小时，已经有上百人来

摊位前停留。

“艺游浙里”游戏互动也是

热闹不已，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浙

里美景拼拼看、乡村蝶变猜猜

看、美丽乡村金句摘抄环节，近

距离感受乡村艺术之美。“十多

年前带大女儿参加活动，今天带

小女儿过来写生 ，变化真得很

大，但更惊喜的是乡村艺术馆的

落地，白墙青瓦上的许多彩绘让

我切实感受到了艺术把这个村

打扮得更靓了！”来自新城的市

民左海燕感叹道。

艺术创新不知不觉为美丽乡村

注入了新活力，孩子们用童心描绘

乡景，工艺匠人以创新传承文化，画

家们用画笔记录时代，这正是艺术

赋能美丽乡村最生动的诠释。

加快乡村人才培育
让艺术激活乡村活力

从“艺术乡建”到“艺术扎根大

地”计划，近年来，定海一直在寻找

属于艺术赋能乡村的密码，而力争

承办浙江省首届“农民画师”技能

比武正是定海探索加快乡村人才

选拔和培养的有效途径。

“乡村技艺的传承，离不开人

才的支撑。”定海区农业农村局党

组成员、乡村振兴发展中心主任姚

涛坦言，定海有良好的乡村艺术基

础，通过承办此次技能比武活动，

定海重在发现和培养本土农民画

人才，并通过专家指导和村民参与

的协作机制，吸引村民参与技艺创

作、展览策划和运行，将收益反哺

于乡村建设，并通过开展乡村美育

培训，提升村民艺术素养，吸引青

年返乡创业。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农

民画师”为第二届浙江现代“新农

人”技能比武的新增赛事，后续还

将进行“浙里粮匠”“土特产直播带

货达人”“‘千万工程’讲解员”等共

计14个特色赛项。

“我们设置这个赛项后，得到

了各市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杭

州、宁波、绍兴及金华、衢州等地市

都纷纷开展市级的选拔赛，通过这

样的选拔，也扩大了‘农民画师’这

个新赛项的影响力，也得到了选手

的广泛认可。”省乡村振兴促进中

心副主任宋美娥对本次赛事筹备

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她说，“农民画师”技能比武

是实施现代新农人培育行动的一

个新举措，定海乡村文化氛围浓

厚，乡村文化振兴带动乡村共富，

近年来深入实施“千万工程”，缩

小“三大差距”，推动共同富裕，在

全省，乃至全国都是可推广、可复

制的鲜活案例。“农民画师”技能

比武不仅是一场技艺的比拼，更

是乡村人才培育的一种新模式，

构建以赛事来选才，以人才来促

进产业，以产业促进乡村，让乡村

人才推进乡村振兴，让艺术激活

乡村的活力。

留住“乡野景”引得“游客频”
——“寻美青山间”系列报道②

□记 者 倪妮 叶武杰
通讯员 王思涵 姚毅雯 梁徐

在定海，东海百里文廊宛如

一条生态纽带，串联起山林、海

湾与村落，将“绿水青山”的生态

密码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共富

图景。当晚稻杨梅树在新家园

焕发新生，当风车在山海间转动

出“流量经济”，当空地上崛起

古树环绕的潮玩空间，定海正以

生动实践，诠释“两山”理念提出

20周年的时代答卷。

觅林古树园：古树迁徙中的

生态经济学

五月的觅林古树园，2000平

方米的大草坪上点缀着五彩帐

篷，游客沈女士和闺蜜正对着镜

头拍照，“朋友圈看到有人在这

里拍出‘绿野仙踪’感，特意赶来

打卡。”这位年轻妈妈指着远处

的杨梅林，眼里尽是期待，“听说

这里的晚稻杨梅树龄都超20年，

到时候带着孩子过来，既能体验

采摘乐趣，还能给孩子普及知

识。”

这片位于东海百里文廊白

泉段的生态园区，移植了 800余

株晚稻杨梅树，以及 100余种其

它树种。“晚稻杨梅是国家地理

标识产品，树龄 20-30 年的植株

正处于最佳结果期，移植不仅是

保护种质资源，更是留住‘舌尖

上的乡愁’。”白泉镇党工委委员

乐晨怡道出项目的初心。

为确保古树存活率，团队辗

转柯梅、河东等地选址，最终选

定米林村——这里负氧离子含

量高、小气候与原生地接近，且

山岙未被开发，保留着原始生态

肌理。同时，在移植过程中，白

泉镇为每棵树都配备“生长档

案”，记录根系走向、土壤成分等

细节。

步入园区，一条柏油路沿

“口袋状”地形蜿蜒，将露营草坪

与杨梅种植区自然分隔。“边坡

种杨梅，平地做休闲，既符合植

物生长规律，又避免游客攀爬对

古树造成伤害。”据乐晨怡介绍，

园区最大限度保留炭山古梯田

遗址、原生山塘，山塘经整修后

成为“爱心湖”，既是蓄水调蓄的

生态设施，也是亲子打卡的网红

景点。

在业态布局上，白泉镇创新

性提出“景村共生”模式：盘活古

树园周边的闲置农房，实现景点

与村庄共生，既保护环境，又促进

村庄共富和村民增收。同时，白

泉镇不断招引业态，咖啡、餐饮等

业态陆续入驻，还引入飞盘等“体

育+旅游+生态”项目，后续还将规

划游客服务中心和自然研学等内

容，丰富园区的可玩性。

牢记嘱托十年答卷

浙江省首届“农民画师”技能比武暨“美丽乡村有你定好”现场会举行

全力探索加速“两山”转化
促进乡村振兴的定海路径

孙小晓应金岳孙丹燕林剑彪冯敏刚江舟出席
本报讯（记者 郑震 黄婷）5月

24日，浙江省首届“农民画师”技能

比武暨“美丽乡村 有你定好”现场

会在定海举行。副市长孙小晓，省

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总农艺师应

金岳出席仪式。区委书记孙丹燕

出席并致辞，区领导林剑彪、冯敏

刚、江舟等参加。

孙丹燕在致辞中表示，定海始

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美丽中国要

靠美丽乡村打基础”的殷殷嘱托，

坚持以新时代“千万工程”为牵引，

努力描绘“村在景中、人在画中”的

田园诗画；以缩小“三大差距”为主

攻方向，努力描绘“产业兴旺、民丰

村盛”的富民图景；以鲜明的海洋

文化为特色，努力描绘“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的乡愁记忆，全力探索

加速“两山”转化、促进乡村振兴的

定海路径。

孙丹燕指出，我们将牢记嘱

托 ，带领群众走好共同富裕之

路，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用

心守护美丽生态，着力推动美丽

乡村从洁净宜居迈向诗画风情；

深耕细作美丽经济，努力搭建更

多共富场景、厚植共富根基；携

手共创美好生活，让勤劳创新理

念、现代文明风尚在定海乡村蔚

然成风。

在仪式现场，与会嘉宾观看

了视频《感恩奋进再出发》及快

板《党建引领共富文廊》；东岠

“萌宠海岛·奇趣探险”文旅项

目、小沙漪蓓现代农业项目、舟

山牛保护所建设项目、双桥紫微

设施蔬菜项目、晚稻杨梅全自动

智能化酿酒项目、大新建片区组

团发展项目成功签约。现场还

开展了艺术乡建《我为文廊来添

彩》环节。

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参观了

位于干 镇新建村的“拾忆定海

共富乡韵”时光长廊、“艺村好市”

特色市集、乡村艺术馆等点位，并

前往干 古禅林、马岙文廊市集、

昌国仰天碗等文廊点位，体验文廊

新业态。

甬舟铁路西堠门公铁两用大桥
首个主塔施工过半

本报讯（记者 韩地枰 通讯

员 郭少山 文/摄)日前，甬舟铁

路西堠门公铁两用大桥5号主塔

高度突破 152米，这是全线首个

施工任务完成过半的主塔。

据了解，甬舟铁路西堠门公

铁两用大桥共有 4 号、5 号两个

主塔，均为“A”字型钢筋混凝土

结构，塔高294米（含塔座），是世

界第一高的海中桥塔。5号主塔

塔身采用 C60混凝土，共划分为

50 个施工节段，其中下塔柱 8

节、中塔柱 22节、上塔柱 20节。

施工任务过半后，主塔施工高度

来到第25节。

“施工中，我们应用了智能

爬模、自动测量机器人等先进智

能建造手段，确保主塔施工高质

量快速推进。”据现场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智能爬模系统具有智

能爬模、智能养护功效，不仅可

以实现“一键爬模”控制，还可通

过温湿度传感器精准“把脉”混

凝土养护，智能调节养护环境。

因大桥精度控制要求高，主塔施

工还应用了全站仪线形自动测

量机器人，实现对主塔线形的实

时在线监测。

西堠门公铁两用大桥是甬

舟铁路及甬舟高速公路复线跨

越西堠门水道的共用跨海桥梁，

连接舟山金塘岛和册子岛，是全

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全长

3118米，采用主跨1488米的斜拉

悬索协作结构体系，是世界最大

跨度的公铁两用大桥、世界最大

跨度斜拉悬索协作体系桥梁；大

桥桥面宽68米，也是世界最宽的

跨海大桥。项目部将持续推进

项目建设，加快完成各个节点进

度，助力甬舟铁路项目早日建成

投用。

▲

下转第4版

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