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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窑村的画瓷、余西村的乡土诗、余
东村的农民画⋯⋯一时间，衢州市柯城
区沟溪乡突然冒出了好几个网红村。那
是乡村遇上了艺术，艺术激发了乡村文
化的脉动，乡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村
庄。本报记者走进柯城区沟溪乡，看看
这些乡村如何被“种草”，如何“种”出艺
术乡村、未来乡村。

车到余东村村口，一座设计新潮、
造型别致的建筑物点缀在山前溪畔之
间，建筑物上方竖立着“中国乡村美术
馆”几个大字。走进美术馆，看到几位
老师正忙着布展，原来衢州市首届当
代儿童美术作品展即将在这里开展。
如果没有余东的农民画，怎么会有中
国乡村美术馆，也不会把市里的展览
办到村里。

漫步余东村头巷尾，随处可见色彩
鲜艳的特色墙绘，这些墙绘均出自当地
村民之手。沿河还有老房子改造成的咖
啡馆、文创店、村播产业馆，叫人忍不住
赞叹：这个村子，真潮！据了解，这个
800 多人的小村庄里，就有 300 多人会
画画，被誉为“中国第一农民画村”。这
里不仅文化氛围浓厚，也是浙江省首批
未来乡村之一。过去村民基本靠种地为
生，如今有的村民靠画墙绘一年就有十
余万元收入。

村民的收入提高了，也吸引了更多
年轻人前来创业。安冉就是其中一位归
乡人。2020 年，她从宁波回来，把陶艺
工作室设在碗窑村。她结合陶瓷和农民
画的特点，开发出农民画陶瓷特色产品，
通过自身的人气带货，线上、线下相结合
出售各种陶瓷类商品，年销售额超过
100万元。

不但自己富起来，安冉还带动当地
村民一起创作，转型成为新农人。在她
和朋友一起投资的魔法秘境生活美学体
验园里，有跑马场、萌宠乐园等，吸引不
少游客前来研学、体验。

在碗窑村村口，“快到碗里来”的陶
碗组合成为网红打卡点，经过的游客、
孩子总喜欢在这里留影。村道两旁设
计绘制了以陶瓷为主题的立体墙绘。
中国陶瓷大师工作室、陶瓷博物馆、陶
艺研学基地等，拓宽了农民画、陶瓷等
特色文化产业链。

这几年，沟溪乡探索以文化艺术带
动产业发展的可行性，树立余东农民画
的品牌影响力，形成周边乡村多种文化
艺术产业共同发展，构建一个由点到面、
抱团发展的产业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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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农民画，画出时代潮村新模样
开栏的话：乡村，总是少不了那份泥土的气息。艺术，往往带着时代潮流的印记。当乡村邂逅艺术，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成为一种新潮时，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本报即日起推出

《了不起的乡村》升级版——《潮村种草 艺术乡建》栏目，展现在共富路上，浙江乡村如何收获物质富裕、精神富有。

碗窑村村道两旁的民居上，设计绘制了以陶瓷为主题的立体墙绘。

安冉（右一）与农民画家朋友，在工作室给陶杯上彩绘。

学生在中国乡村美术馆参观衢州市首届当代儿童美术作品展。

夜晚，未来乡村运营官发起“农村大舞台，敢唱你就来”村民唱歌直
播活动，村民们热情嗨唱。

在余东村艺术家联合会活动室，多名农民画家一起看画作，讨论创作感受。

余西村农民诗创作基地首位驻村诗人
余元峰（左）30 余年写下千首诗，此刻，他正
在朗诵自己写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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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窑村村口碗窑村村口““快到碗里来快到碗里来””的陶碗组合成为网红打卡点的陶碗组合成为网红打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