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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野农民绘画培训基地正式启动
巨野农民画师以此基地为平台，“抱团”发展工笔画

本报巨野4月25日讯(记者
李德领) 25日，中国巨野农民绘
画培训基地揭牌，意味着独具特
色的巨野农民绘画培训基地正
式投入使用。在揭牌仪式上，巨
野还被中国工笔画学会授予“中

国工笔画之乡”。
此次投入使用的巨野农民

绘画培训基地分为三层，一层
为展览大厅，二层为培训中心
办公室，三层为创作室；广场建
有写生园。基地不仅有培训、写

生、办公等功能，还设有贵宾接
待室、麟州讲堂、创作室，能够
接待100人左右的参观团体，可
展出作品1 0 0 0余副，能同时举
办七个不同主题的展览，也可
承接全国性的大中型展览及书

画艺术节。
“从2003年起，巨野农民书画

从群众自发、各自为战，走向了
组团发展、快速发展、科学发展
的路子。”巨野县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尚瑞山说，巨野农民画师

7000余人，之前没有专门的培训
基地、没有专门的作品展览平
台、没有一个与知名艺术家交流
的场所，“基地的投入使用，解决
了此类问题，并为农民画师提供
了更好的交流、发展平台”。

品牌带动
规模发展
巨野产业化发展农民工笔画
本报记者 李德领

近年来，巨野县立足打响农民书画品牌，以工笔
牡丹画为主打品牌。4月25日，独具特色的巨野农民
绘画培训基地正式启用，这无疑为巨野将书画文化
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强势产业添砖加瓦。

“巨野农民绘画有广泛的
群众基础，专业镇达到4个，专
业村50余个；地域特色浓厚，
特别是传承工笔牡丹画法，在
全国独树一帜，在国内市场上
80%的工笔牡丹都来自巨野农
民画师之手。”巨野县委宣传
部常务副部长尚瑞山说。

巨野农民画师经过多年
的实践和摸索形成了巨野画
派，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特
别是工笔牡丹，在中国传统工
笔画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学习、
实践和写生，参照俞致贞、田
世光等名家技法，结合现代绘

画工艺创新和改良，作品清新
典雅，形象惟妙惟肖，充分展
示了牡丹雍容华贵、美艳绝伦
的特点。

在扩大队伍规模、提高创
作水平方面，巨野不断对优秀
人才进行集中专题培训，并选
拔优秀画师参加省级及以上培
训班，开阔其视野。“我们还不
断加强与高等艺术院校和兄弟
画乡的交流与合作，定期聘请
工笔画界知名专家教授通过培
训班、讲座、作品点评等形式，
来巨野传经送宝。”巨野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马素珍说。

巨 野 以 农 民 绘 画 培 训
基地正式启用为契机，积极
扩 展 国 内 市 场 ，主 攻 京 津
塘、长三角、珠三角经济社
会文化较发达的地区；不断
开拓国外市场，主攻欧美、
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
香港、澳门等华人聚集度高
的国家和地区。

充分利用中国工笔画学
会这一平台，与绘画市场认真
搞好对接，构建绘画产业对外
合作的三种新模式：订价包
销、订单和股份合作。

加大工笔画品牌的对外
推介力度，突出抓好工笔牡丹
画，以品牌带动产业规模、效
益的提高。

在“十二五”期间，巨野还
将充分利用农民绘画培训基
地的平台作用，在对现有农民
书画队伍进行轮训的同时，积
极壮大农民绘画队伍，计划每
年通过培训新增绘画从业人
员1000人，力争“十二五”末，
巨野书画创作及装裱、销售等
从业人员达到12000人，实现产
业增加值5亿元。

市场上80%的工笔牡丹画来自巨野

以品牌带动产业规模化发展

依托文化软实力

单县打造旅游重地

本报单县4月25日讯 (记者
周千清 ) 被命名为千年古

县、长寿之乡的单县，将古牌坊、
殷商遗址、浮龙湖等旅游资源重
新整合，作为单县文化软实力中
的“重拳”，着力发展文化旅游，
打造生态园林城市。4月24日，菏
泽单县浮龙湖文化旅游节开幕，
正式开启单县文化旅游建设。

单县是汉高祖刘邦之妻吕
后的故乡，有透雕绝伦的古牌
坊，还有13处殷商遗址，是民政
部命名的千年古县和湖西革命
老区，也是中国“楹联之乡”、“书
画之乡”、“戏曲之乡”、“武术之
乡”和山东省第一个“长寿之
乡”。浮龙湖属山东省大型平原
水库，为国家3A级景区，境内黄
河故道面积达44平方公里。

为了整合、利用如此丰富的
旅游资源，单县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文化旅游业。“浮龙湖生态
文化产业园、牌坊历史文化产业
园、幵山企业文化产业园、老子
文化景观园、吕后故里观光园、
东沟河景观带、莱河景观带、黄
河古道景观带、红色文化教育基
地，‘五园三带一基地’的产业布
局，将进一步规划提升。”单县县
委副书记、县长穆杰说，将致力
于将单县打造为生态园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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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野农民绘画培训基地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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