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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黎川做好油画文章江西黎川做好油画文章——

山 乡 文 墨 绘 新 业山 乡 文 墨 绘 新 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赖永峰赖永峰 刘刘 兴兴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批上海知青在武夷山

脚下的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文化馆开办油画

培训班，带出一批以当地农民为主的专门从事

商品油画绘制的画工、画师，画油画成为当地

一条很好的就业、致富途径。放下锄头，拿起

画笔，一时成为黎川农民时尚的追求。

而今，油画产业在黎川早已遍地开花，不

仅成为产值过亿元的富民产业，还与旅游、乡

村振兴以及陶瓷、家具、家装等当地特色产业

深度融合，更成为这座千年古镇鲜明的城市符

号。近日，经济日报记者走进黎川，感受“中国

民间文化艺术（油画）之乡”的魅力。

“画”出文化产业高地

画室里，学生们聚精会神听老师讲绘画；展

厅内，近千幅油画作品令人流连忘返；工作室

内，画师们正在画板前激情创作⋯⋯走进黎川

县油画创意产业园，一缕缕油墨香扑鼻而来。

“这不只是个产业园区，还是集产学研及

旅游为一体的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每年接待

游客 10 余万人。”黎川县文广新旅局局长余卉

鑫说。2012 年，《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

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推动黎

川发展画艺术。黎川将油画产业列入县域经

济发展总体规划，投资 2 亿元建设油画创意产

业园，历经 10 年发展，产业园目前入驻画师

400 余人，油画企业 50 余家，规上企业 12 家，该

产业园先后被评为江西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首批江西省文化产业园区、江西省现代服务业

示范基地。

“黎川县油画创意产业园建立以后，给了

黎川画师们一个‘家’，当地还专门出台《油画

产业扶持意见》，设立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及创

业贴息贷款扶持等优惠政策。”画师蔡振国告

诉记者，早些年，一批批民间画家走出黎川，前

往深圳、厦门、上海等地发展，他们串亲联友、

结伴携带、授徒传技，使得黎川在外从事油画

行业的队伍不断扩大，达到 3000 多人的规模，

黎川油画和黎川画师的名头逐渐响亮起来。

而今，在返乡创业的号召下，蔡振国回到家乡，

成立了黎川雅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前是

一个人画画，现在是几百个人在一起画，接的

单子和业务，在产业园里面就可以消化，今年

已经接到十几批油画订单，销售情况比较可

观，可谓供不应求。”蔡振国说。

“一个画室就是一家企业，一个画师就是

一名创业老板。”在吸引黎川籍画师返乡创业

的同时，黎川县还主动向全国油画大家、艺术

家抛出了橄榄枝。知名油画艺术家靳春岱在

来到黎川的几年里，不仅成立“代山油画艺术

馆”从事油画创作，还陆续开办了“代山美术

馆”“代山文创艺术空间”，让更多的人体验油

画的魅力，带动了一批油画创作者落户黎川壮

大油画产业。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黎川县也紧跟风

口，引导油画企业和画师工作室进驻网络平

台，拓展网上营销渠道，提高油画产品线上交

易量。目前，全县油画企业、个体户基本已入

驻土巴兔家装、中国网库、几米家等网络平台

合作销售油画。同时，该县还积极培育本土油

画电商企业，目前已创办专业油画网销公司两

家，并依托网红直播、网红带货，实现了线上线

下同步销售。

“目前黎川有 400 多名画师回乡创业，一般

画师年均收入 20 万元左右，画师学徒年均收入

在 4 万元以上；油画年产值 9 亿余元，产品远销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油画创意产业园和油画陶

瓷交易中心今年以来共接待游客 20 万余人

次。”余卉鑫说，黎川油画产业实现了“画师向

画商、线下向线上、基地向平台、分散独立向集

聚抱团”的转变。

“画”出文旅融合新业

走进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中国传统建筑

文化旅游目的地、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

游消费集聚区——黎川古城景区，让人有种时

光倒流之感。街巷内 130 座明清建筑次第排

开，诉说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舞白狮、舞金龙、

花船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文化表演轮

番上演，演绎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张

恨水旧居、古床博物馆、油画体验馆等各类文

化类展馆，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随处可见的

3D 油画，为古城增添了浓郁的艺术氛围。

在黎川古城景区油画艺术交流中心，十多名

游客在油画师的指导下正在画布、帽子上作画，

亲身体验绘画的乐趣。“一直都感觉画油画非常

难，没想到老师一指点，我也能画好，太开心啦，

一定要好好收藏起来！”福建游客鲁小珍在画师

涂丽的指导下画出一幅油画。在古城景区，游客

不仅能观看画师作画、欣赏油画作品、定制独具

特色的油画文创产品，还可以在画师的指导下亲

自体验油画创作。

“通过体验的方式吸引游客，更受游客青

睐。以油画为载体，不少画师在这里兴办工作

室，普及油画知识、传授油画技艺，创作、展示

并销售油画作品，景区人气现在是越来越旺。”

黎川县委宣传部部长全安说，按照“宜融则融、

能融尽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思路，黎川

县依托丰富的文化和生态资源，编制实施了旅

游发展总体规划、全域旅游专项规划，促进研

学 游 、休 闲 游 、体 验 游 等 文 旅 新 业 态 蓬 勃 发

展。如为了加快传统产业转型，黎川县将油画

和陶瓷产业融合发展，打造了一个集陶瓷、油

画展示、交易、体验以及旅游为一体的油画陶

瓷交易中心。

为提升黎川油画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近年

来，在文化和旅游部的支持和协调下，黎川县先

后在泰国曼谷、韩国首尔、俄罗斯彼尔姆市成功

举办黎川油画精品展等宣传展示活动。黎川县

还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国家画院、中国人民大

学画院、西安美术学院等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在黎川设立创作写生教学基地、培训基地、

研学基地。游客来到这里游古镇、看美景、学油

画的旅游新模式在黎川逐渐形成。

“画”出乡村振兴新景

绿树、流水、稻田、乡村的灰瓦白

墙⋯⋯走进 3A 级乡村旅游点黎川县龙

安镇龙安村，画师张建明正挥舞着画

笔，描绘着家乡的美景。

为做好“油画+乡村振兴”文章，黎

川县在村民聚集区、乡村旅游区、公路

沿线等新农村建设点和乡村旅游点开

展油画艺术墙绘进村入户活动，把当

地的美丽风光、历史名人、家风家训、

好人好事、村规民约、移风易俗等内

容，巧妙绘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油画墙，

为乡村增添了别样魅力。

油画美了乡村，添了人气，一些在

外务工人员纷纷返乡创业，大力促进

了乡村振兴。

近些年，画师黄海兰成立了自己

的油画公司，主攻乡村墙绘。“油画墙

绘不仅表现力强，还能让建筑物更好

地抵御风雨，因而备受客户喜爱。现

在，新疆、福建、浙江等地都慕名来我

们这里聘请画师，打造城市和乡村形

象，我们这些画师对未来充满信心。”

黄海兰说，在黎川油画的发源地东港

村，现有专业油画师近百名，都已经成

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快了当地的土

地流转，乡村的现代服务业也随之兴

起：村民成了“小房东”或者“小老板”，

通过经营个体商业网点等方式实现增

收。在文旅特色小镇黎川县德胜镇，当

地利用优美的自然环境打造了写生基

地，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画师前来写生，

更吸引了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休闲观

光，带动了旅游业发展。这让很多村民

看到机遇，他们回到家乡或开办餐馆，或

开办民宿，或经营农特产品店铺，增加

了收入，带活了经济。目前，黎川县有省

5A 级乡村旅游点 1 个，4A 级乡 村 旅 游 点

3 个，3A 级乡村旅游点 10 个，这些乡村旅

游点今年预计接待游客达 108 万人次，带

动村民户均增收 12000 余元。

“我们还为有意愿、有学习能力的脱贫

户提供免费培训，出台系列政策引导脱贫

户从事油画相关产业。特别是让一些家境

贫困的学生从小就接受油画艺术的熏陶，发

现和挖掘一批对油画艺术有兴趣和天分的

苗子，为油画产业发展储备后备人才。”黎川

县文广新旅局副局长付永明介绍，县里已举

办脱贫户油画培训班 6 期，培训脱贫户 300 余

人次，优先招聘了 30 余名家境贫寒的毕业生到

产业园从事油画创作。

山乡油墨尽飘香，绘就时代新气象。蓬勃

发展的黎川油画产业，正成为文化自信的时代

表达。

文 旅 融 合 人 气 旺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有机会，我也想带着父母看看水城淮阳！”

数日的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之旅，让游客余长根

坚定了再来的决心。

近年来，淮阳区以创建河南省全域旅游示范

区为抓手，积极融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和

周口市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圈，充分发挥“一陵一湖

一古城”资源优势，不断在促进资源联动、打造文

旅品牌上下功夫，优化文化旅游空间布局，文化旅

游核心竞争力得到全面提升，着力构建出全区域、

全要素、全产业链的文化旅游发展新模式，淮阳区

文旅产业年产值增长率位居周口市首位。

在文化底蕴的加持下，淮阳旅游收获了超高

人气。当晨曦刚刚透过葳蕤枝叶，太昊陵门前就

已经迎来了一拨拨香客游人。

纵观淮阳旅游版图，景点众多、特色鲜明：纪

念伏羲观白龟画八卦的画卦台、孔子来陈讲学的

弦歌台、陈姓始祖陈胡公祠、陈胜农民起义军的

点将台、宋代知州张咏的望台烟雨、三苏之一苏

辙读书台、大将狄青的梳妆台⋯⋯

为进一步增强景区吸引力，淮阳区抢抓撤县

设区重大机遇，相继实施了一批重点文化旅游精

品项目，文旅服务体系不断完善：高标准升级改

造通往核心景区的羲皇大道、朝祖大道、龙都大

道等主干道；建成了淮阳游客集散中心、龙湖游

客服务中心、龙湖北码头、太昊陵码头、六艺阁码

头、六艺阁生态停车场；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六

要素，建设了海洋公园、东方神话游乐园、佰家姓

民俗文化旅游城等配套项目；启动了平粮台考古

遗址公园一期、太昊之光文创园等项目，旅游产

品体系更加丰富。

“下一步，淮阳区将继续围绕文旅文创融合

战略落实落地目标，抢抓战略机遇，坚定发展信

心，狠抓项目建设，打好‘特色牌’‘全域牌’，乘势

而上打造高能级文旅，让‘羲皇故都·水城淮阳’

的气质颜值实力得到全方位展现。”淮阳区文广

旅局局长秦修俊说。

数字赋能老区红色旅游业

刘

晶

我 国 已 进 入 数 字 经

济时代，数字信息技术在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各 领 域 都

彰显出强大动能，成为推

动各行业创新发展的新引

擎。我国红色资源星罗棋

布、红色文化厚重博大、红

色精神丰富深刻，红色旅游

也已成为革命老区振兴发

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但革命

老区在发展红色旅游过程中

也面临资源分布不均、文物

保护不够、产品供给不准、消

费模式不多等问题，推动数字

技术与旅游产业融合，将成为

革命老区突破红色旅游发展瓶

颈、破解难点堵点的关键一招。

开展数字保护，让红色文物

“活”起来。全方位分层次有步

骤地开展红色文物保护数字化

工程，通过运用无损检测、图像

采集、三维扫描等数字技术弥补

传统保护手段的不足，给革命旧

址、战斗遗址、名人故居、文献资

料、纪念物品等红色文物精准画

像，系统保存文字、图片、影像、

语音等资料，推动信息高清数据

采集，建立红色文物数据库和开

放共享平台，为革命老区红色旅

游发展提供“源头活水”。

进行数据分析，让产品供给

“准”起来。旅游信息化数字化可

提升革命老区有限资源使用效

率，实现社会经济价值最大化。

通过建立红色旅游大数据智慧分

析平台，对运营情况、游客结构、

消费走势、热门产品、接待能力等

进行分析研判，深度挖掘数据价

值，将碎片零散的信息体系化可

视化，精准识别游客偏好，及时把

握市场变化，提升产品供给质量，

从而进一步推动旅游消费需求

增长。

加强云端宣传，让旅游消费“热”起来。我国红色旅

游市场消费需求潜力巨大，但近两年受疫情影响，实地参

观学习受限。要创新拓宽红色旅游宣传渠道，加大线上

宣传力度，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短视频等线

上平台，将历史事件、革命精神、先进事迹、红色故事、精

品路线等数据化，全景式立体式展示红色资源，突破时间

空间限制，实现网络人气与实地客源的融合转换。

创新游览模式，让教育效果“实”起来。革命老区要

丰富创新红色旅游模式，整合区域内红色资源，一体化

推进展览馆、纪念馆、陈列馆的网络展出平台建设，扩

展红色文化影响力。应用增强现实、虚拟现实、3D 影

像、投影沙盘等技术，全方位立体式重现革命历史，展

示精神风范，创造沉浸式学习氛围。促进红色旅游与

生态、演艺、影视、动漫等产业深度融合，增强学习新

鲜感、趣味性，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

打造智慧城市，让革命老区“富”起来。充分发

挥数字技术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加强城市技术

场景应用，实现“一部手机游景区”，拉近游客与城

市及红色文化的距离。让管理服务智能化，建立

全域智慧旅游服务平台和应急指挥管理平台，及

时准确动态掌握客流、交通、治安、气象等信息，

提高预警能力；让旅游产品推广网络化，网络平

台“下乡”，特色产品“上线”，推广农产品、民宿

和农家乐，拓宽增收致富渠道，让革命老区振兴

发展跑出加速度。（作者系江西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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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古城一

角。 （视觉中国）

图② 黎川县油画创意产业园内，

画师正在进行油画创作。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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