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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也是乡村振兴助推器
走过一段山路，瞥见一户民居，进去，

便是一个艺术家的住所兼工作室。走进
一个艺术家的院落，便可感受到浓浓的艺
术气息。艺术家站起身，把沾满泥土的手
在衣服上擦一擦，然后给你讲后现代文
化、新时代艺术，以及他的艺术主张……

这样的感受，不必去北京 798 艺术
区，不必去杭州莫干山，不必去景德镇三
宝陶艺村，在神垕镇西部不远的小山村
槐树湾便可获得。

这些艺术家，带来了新潮的艺术理
念，让小山村有了艺术气息，同时提升了
当地匠人的艺术修养和村民的文明素
养。更重要的是，这为当地脱贫致富和
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

将槐树湾打造为艺术村，是新时代
发展理念的体现，是文化艺术理念的落
地。文化是无形的，文化产业却是有形
的。无形的文化，可以形成有形的产业，
可以助推乡村振兴大步流星朝前走。

■ 记者手记

禹州市神垕镇槐树湾村

位置：禹州市神垕镇西部
概况：有4个自然村（槐树湾新村、赵家洼、侯家门、辛

庄）4个村民小组245户1003人，其中党员45人。原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17户48人，目前未脱贫户有5户15人。

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赵红伟 党建指导员：王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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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书记说心声

党支部书记赵红伟：
槐树湾村按照打造国际裸烧陶艺村的思路，已经走了很远的

路。目前，来槐树湾村搞创作的组织和个人越来越多，对乡村振兴
的带动力越来越强。我们将继续打造美丽乡村，吸引更多的艺术
家、艺术团体来此创作。我们将通过打造艺术创作平台、艺术交流
平台、艺术展览平台，带动村民脱贫致富，实现乡村振兴。

槐树湾村地理位置示意图 制图/郭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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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在家吗？”
6 月 14 日上午，在神垕镇西部风景

如画、艺术家聚集的槐树湾村，当地 63
岁的裸烧技艺老匠人侯大举带着 29 岁
的儿子侯凯楠，以及记者一行，来到村
里一处悬挂“壶说八道”4个字的院落。

院落的主人、来自我省鹤壁市的陶
艺家黄清兵赶紧迎了出来。

看到我们到来，黄清兵热情地说：
“欢迎大家来寒舍做客。”

黄清兵口中的“寒舍”，其实是槐树
湾村众多房屋中的一座。与其他院落
相同的是，这处院落也是一个“艺术部
落”。与其他院落不同的是，这处院落
里的艺术元素有自己的特点：影壁，由
裸烧的砂锅砌就。砂锅影壁后面，两棵
树中间搭着一张草席作为遮阳棚。草
席下面，有一张长木桌，上铺印染粗布，
几 把 裸 烧 的 茶 壶 里 飘 出 热 茶 的 香 味 。
旁边竹筒里的蝈蝈，时不时叫几声，让
这处依山而建的院落显得愈加幽静。

“土风老师、韩老师，来客人了！”黄
清兵冲正房的两间窑洞喊。

听闻来客，正在练字的上海视觉艺
术学院教授土风、正在创作的来自山东
青岛的青年艺术家韩静从各自的工作
室走出来。

土风说，吸引他来槐树湾的，是当
地 的 裸 烧 技 艺 。“ 能 和 老 艺 人 交 流 、合
作，我感到很受启发。更重要的是，这
个古村落里的石头房子和环绕四周的
草 木 ，构 成 了 一 个 非 常 适 合 创 作 的 环
境 。”土风说 ，“正是这样的环境 ，让他

‘乐不思沪’。”
已在这里学习、创作 3 年多的韩静

认为，槐树湾陶瓷泥料富足是吸引许多
艺术家来这里创作的一个因素。槐树
湾 已 经 成 为 一 个 艺 术 家 交 流 的 平 台 。

“怎样在钧瓷造型中合理地融入中国传
统文化元素是当下非常值得研究的问
题。钧瓷釉色浑厚，窑变万千。如何将
其完美地和钧瓷造型相结合，是值得我
们这些年轻艺术工作者终生研究的课
题。”韩静说，大家在一起可以互相学习
和交流。

黄清兵说，他在两年前租了这处院
落，与当地的老艺人一起创作裸烧作品。

“我们一起寻找陶壶和钧瓷壶的结
合点。利用壶这个载体，表达自己的艺
术理念。”黄清兵说，除了土风、韩静、康
保安等人，驻扎在这里搞创作的还有来

自成都的雕塑家郑建平等人。
“这么多艺术家，晚上咋住？”槐树

湾村党支部书记赵红伟与槐树湾村党
建指导员王豪杰商量道，“村部还有没
有房间？”

“不用！不用！”韩静说，“赵书记，
我们还想租空房。”

说起空房，赵红伟犯了难，说：“当时
我们搞陶艺村的时候，哪想到这么受欢
迎。”

2016 年，王豪杰被所在单位禹州钧
官窑址博物馆派驻槐树湾村担任第一
书记，后来担任党建指导员。当时，槐
树湾村的煤矿已经关停，紧挨煤矿的房
屋多闲置。被葱茏的树木掩映着的，是
一处处石头砌就的院落、一孔孔历经岁
月剥蚀的窑洞。

当时，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馆长张
金伟、副馆长米亚攀等人经过调研，决定
依托当地的裸烧陶艺和闲置的民居，将
槐树湾村打造成一个裸烧陶艺村，吸纳
艺术人才，从而带动旅游产业发展，最终
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实现乡村振兴。

为了让艺术家在这里安心创作，赵
红伟带领村干部做通了村民的工作，统
一将租赁协议拟为 30 年，每一间房屋统
一租赁费用为 300元/年，前 5年不涨价。

“紧挨钧都神垕，制作陶艺取材方
便 ；交通便利 ，水、电、网络齐全 ；古村
落、古民居，环境幽美；租金低，没有后
顾之忧。”赵红伟说，禹州钧官窑址博物
馆为他们设计的“槐树湾国际裸烧陶艺
村”一经推出，便受到全国各地艺术家
的热烈欢迎。

如今，人们走在槐树湾国际裸烧陶
艺村的道路上，“壶说八道”“三味瓷屋”

“杨根成钧艺空间”“黄河人陶艺展馆”
等艺术部落不时映入眼帘。

截至目前，槐树湾村 200 多间房屋
已被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租赁。同
时，槐树湾国际裸烧陶艺村成为平顶山
学院陶艺创作基地、许昌学院创作研究
基地、上海魏清轩钧窑创作基地、河南
青年陶艺家创作委员会裸烧创作基地。

“通过打造陶艺村，我们的生态提
升了，人才留下了，村民增收了。”赵红
伟说，“下一步，我们将退耕还林，依托
国储林项目，大力种植杏树、桃树、杜仲
等，厚植生态优势，放大艺术功能，向北
京 798 艺术区、杭州莫干山、景德镇三宝
陶艺村看齐！”

槐树湾里的文化力量
□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孙学涛李嘉

一名青年路过槐树湾国际裸烧陶艺村村牌。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李嘉 摄

来自上海、青岛、鹤壁的陶艺家在槐树湾村一展厅探讨陶艺。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 孙学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