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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记者 王妍

10 日 ，《辽 宁 日
报》上的一篇文章在
当地引起轰动，也引
发其他媒体关注。文
章报道了辽宁省本溪
市韩家村 35 名农民
举办一场牡丹画展
的故事，称赞这场农
民画展在本溪历史上
具有破冰意义。这场
农民画展，牵出了一
个洛阳画家与辽宁本
溪山村农民因画结
缘，让农民因画致富
的故事。

每个月来回奔波，又
不收取任何费用，为什么
要这么做？叶维莉说，此
举并非从她开始，也是
洛阳书画界代代传承的

“规矩”。
叶维莉说，早年，她学

画时条件艰苦，纸笔和学费
都来之不易，教画的王绣老
师等人见到条件困难的学
生总是慷慨相助。维莉农
民文化艺术学校成立后，她
将此事跟王绣、文柳川等几
位老师沟通，大家十分支
持。王绣老师不仅在经济
上予以帮助，还担任了该学
校的名誉校长，点评指导叶
维莉带回的学生作品。文
柳川老师特地赶往韩家村
给学生授课，还在学生代
表赴洛学习时亲自带队。
洛阳知名画家刘翠霞、王

青菊等人也在叶维莉邀请
下，义务到韩家村给学生
们上课……

王绣说：“大家都支持
这件事，一方面是因为能帮
助当地农民致富，用文化改
变农村面貌。另一方面，这
对咱们洛阳牡丹文化和城
市形象也是一种宣传。牡
丹是洛阳的文化符号之一，
我们希望通过大家的群策
群力，让咱‘洛阳牡丹’花开
遍地。”

如今的韩家村，在洛阳
书画界的帮扶下，不仅吸引
了周边地区的目光，也引来
了投资者。

村支书孙祥云说：“我
们很羡慕靠牡丹画扬名四
方的洛阳孟津县平乐村，希
望通过努力、积累，成为东
北的‘平乐村’。”

开课之前，村里已对
报名者进行了筛选，但首
次上课时的情景还是让叶
维莉十分意外。

“课堂上，妇女抽烟
的、拌嘴的、随意进出的很
多，我很难安静下来 上
课。”叶维莉说。村支书
孙祥云告诉洛阳晚报记
者，韩家村是本溪市经济
相对落后的村子，村民比
较粗犷，彼此也时有矛盾
发生。

随后，叶维莉决定先
不教作画，请礼仪老师教
大家日常礼仪。一段时间
后，老问题少了，新的问题
来了：一些学生因家庭贫
困或父亲病故等不得不
外出打工养家，叶维莉向
郭代生开口，请他将学生
就近安置在他的企业里，
以免学习中断。这些学

生日常练习的笔墨纸砚，
则由叶维莉出资解决。

这些付出，村民们看
在眼里，记在心里。有村
民一大早上山摘榛子、山
梨送给叶维莉，有村民煮
好热腾腾的玉米让她当早
餐。还有一次，叶维莉在
村里的山路上散步，一名
农妇得知她就是洛阳来的
老师，感激地说她给村里
做了件大好事，还非要拉
她到家里，把自家的东北
人参送给她。

忙于学画作画，村里
游手好闲的人少了，矛盾
也少了不少。明山区区长
走在韩家村，看到村民忙
着执笔画画，一团和气，讶
异地对叶维莉说：“真没想
到学画有这么大的力量，
回头得组织我们村民到你
们古都洛阳好好取取经。”

媒体报道这场牡丹画展
后，本溪市周边居民纷纷到韩
家村观看画展，昔日不过200
余户村民的小山村，突然热闹
了起来。

不少观者感叹：“要不是现
场看到了，还真想不到农民能
画出这么‘高大上’的国画！”

画展现场，有一些驱车赶
来的企业家等纷纷以几百元
至上千元的价格认购这些牡
丹画作品，短短几天时间，参
展的每名农民都获得了几千元
的收入。

其实，韩家村此次因画名
声大噪、村民因画收入增加

的背后，源自一批洛阳画家
长期默默的支持：有在此创
办学校、义务授课的洛阳东
方书画院院长叶维莉，还有
受她之托，给学生们提供指导
的河南省美协顾问王绣、洛阳
市美协主席文柳川等洛阳书
画家。

洛阳画家齐伸援手，助“洛阳牡丹”花开辽宁

上课不仅教作画，还教日常礼仪

今年年初，叶维莉在辽宁
参加一次笔会时结识了本溪市
明山区韩家村村支书孙祥云及
在韩家村投资农业的企业家郭
代生。在交谈中，叶维莉提起了
我市孟津县的“牡丹画第一村”
平乐村，引起了两人的兴趣。

“农民靠作画买房买车？
俺这儿的农民行吗？”孙祥云
问。“只要有人教，当然行！”叶
维莉说。此时，一旁沉思已久

的郭代生说：“叶老师，韩家村
穷，老百姓致富太难了，如果我
出钱办学校，您能教他们画画
吗？”“中！”性情豪爽的叶维莉
一口答应。

返洛不久，叶维莉就接到了
来自韩家村的电话。为了办学
校，村里将新建的村委会腾了出
来，郭代生出资购买了桌椅、笔
墨等。经过动员，村里的农民很
积极，有200多人报了名。

叶维莉很受触动，得知韩
家村经济落后，就向村里承诺，
不收村里和学生一分钱，来回
路费、食宿费自己解决。她的
老师王绣得知此事，购置了几
万元的教材免费赠给农民学
生。今年5月，韩家村维莉农民
文化艺术学校正式揭牌开课。
之后，叶维莉经常往返于洛阳
与本溪，每月至少有三分之一
的时间待在韩家村。

山村农民办牡丹画展，企业家等纷纷认购作品

口头促成“艺术联姻”，洛阳文化异地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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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日报》10日的一篇报道，牵出我市画家与本溪山村农民因画结缘的故事

东北有个村儿 迷上洛阳牡丹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