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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
保文）9 月 18 日，在高

唐县三十里铺镇孙
庄村“草艺斋”，曲

广芹按照高唐县
民间艺术家协
会主席囤景义
的具体分工，
正 抓 紧 准 备
麦 秆 画 公 益

培训课所需材料。
孙庄村是中国著名山水画家孙大石

的故乡，也是高唐县民间艺术家协会所
在地、非遗产业集聚区。孙庄村深挖非
遗资源，把原来闲置的房屋进行再利用，
设置成可容纳 20 多项非遗技艺学习传
承的文化创意空间，让众多农民吃上“文
化饭”。

作为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产品，三
十里铺镇麦秆画走俏市场，供不应求。

“2020年以来，孙庄村‘牵手’县民协联合
开展非遗手工技艺培训。孙庄村及周围

村村民纷纷报名参加。曲广芹在这
里学习了两年多时间，已经熟练

掌握麦秆画的 12 个制作环
节，成为孙庄村文化产业的

得力干将。”囤景义说。
“如今我已年过六

十，没想到还能吃上‘手
艺饭’。”埋头选材的曲
广芹说，“我们在文化
志愿服务队举办的公
益培训课上学会了麦
秆画的制作手艺，越做
越熟练，每天能挣50元

到100元不等，大家都特
别高兴。”

曲广芹提到的文化志愿
服务队，是由当地40多名民间

艺人组成的高唐县“蒲公英”志愿服务团
队。该团队在囤景义的带领下，开展麦
秆画、剪纸、黑陶、木刻版画四大类非遗
公益培训课程，吸引了三十里铺镇及周
边乡镇的不少村民来此学艺。

“文艺惠民路，任重而道远。我们
坚定不移地开展宣传和志愿服务活
动，帮助农民丰产增收的同时，让他们
再端一碗‘手艺饭’。”囤景义介绍，三十
里铺镇汇集麦秆画、剪纸、根雕、葫芦烫
画等多种民俗工艺，不仅成立了大石文
化艺术交流中心，还采取“合作社+民间
艺术家协会+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
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文创一条龙产
业链。如今，孙庄村的文化产业年创收
超100万元，实现村集体收入20多万元。

“近年来，孙庄村主打‘文化兴村’
战略，整合文化、人才等多方资源，全力
打造适合村庄发展的新时代民俗文化
产业。”三十里铺镇党委副书记许庆盼
介绍，三十里铺镇将继续发挥大石文
化艺术交流中心的阵地作用，以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为契机，以服务乡村
振兴为切入点，鼓励更多农民加入到
非遗传承技艺中来。“我们还计划借文
化乡村游，带动村民利用闲置宅院发
展‘民宿+’新业态，提升人气，促进消
费，帮助村民在现有收益的基础上再增
加一份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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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村民在学习麦秆画制作
技艺 朱玉东 摄

图②：村民在练习书法（资料图）
图③：小学生听老师讲解书画

作品 （资料图）

编者按 小戏唱起来、村赛比起来，农忙拿锄头、农闲拿画笔，闲置房屋
成非遗工坊，农民富“口袋”也富“脑袋”……近年来，我市和美乡村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村村有“好戏”，到处是创新创
业的新风貌、美好生活的新景象。即日起，本报开设“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村
村有好戏”栏目，报道我市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的生动实践，讲好乡
村振兴精彩故事。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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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在东昌府区梁水镇梁闸村，村民在加紧排练伞棒舞，准备在今年的
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现场把最好的表演带给观众。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摄

庆丰收 练舞忙
9月15日，在茌平区贾寨镇综合文化站文体广场，村民在表演T台走秀——《魅

力乡村》，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到来。 本报通讯员 赵玉国 摄

载歌载舞庆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