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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太和县书画研究院：
擦亮“中国书画艺术之乡”金字招牌

周天琪

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浪潮
中，中企视讯作为《中国企业报》
集团旗下成员公司聚焦产业经济
生态型全媒体智库平台，已走过
了意义非凡的五年。值此五周年
之际，又逢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中
企视讯特别推出全国两会专题，
深入剖析全国两会中的产业经济
热点，展现五年来平台在赋能产
业发展、助力经济腾飞方面的卓
越贡献与累累硕果。

五载耕耘，铸就产业
服务平台

自 2019 年 12 月正式上线以
来，中企视讯累计为政府、园区、
企业、金融、国内外商学院等机构
在线发布2000+直播内容，服务上

万家企业，成为连接各方的重要
桥梁。通过运用5G、AI和云计算
等先进技术，中企视讯以“频道共
建、内容共创、资源共享、业务共
赢”的创新模式，促进产业链生态
资源整合，推动产业线上线下融
合发展，为企业提供孵化与加速
服务 。

聚焦两会，洞察产业
经济新动向

近年来，有关产业发展的相
关政策都成为全国两会关注的
焦点之一。中企视讯凭借专业
的媒体视角与产业研究能力，对
全国两会热点进行深度解读。
在科技创新领域，强调加大研发
投入、完善创新生态，这与中企
视讯一直以来关注的科技企业
创新发展方向高度契合。过去

五年，中企视讯通过直播、专题
节目等形式，见证并助力众多科
技企业突破技术瓶颈、实现创新
成果转化。

展望未来，持续赋能
产业发展新征程

站在五周年的新起点，展望
未来，中企视讯将继续紧跟全国
两会指引，发挥全媒体智库平台
优势。在内容创新上，将推出更
多深度策划、系列专题，聚焦产
业经济前沿趋势、企业创新实
践、政策落地实效，为产业发展
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参考。在服
务升级方面，进一步加强与政
府、企业、园区等合作，搭建更广
阔的资源对接平台，助力企业解
决 发 展 难 题 ，推 动 产 业 协 同
共进。

中企视讯五周年：
洞察产业经济，共绘发展新篇

乌兰琪琪格

太和县书画研究院院长何青林

在太和县，书画艺术已深入民心。作
为公益性的社会团体组织，研究院目前面
临多方面的挑战：经费不足、教师团队普遍
老龄化……

2024年，研究院领导班子进行了换届选
举。“我们将高龄老师组成的艺术顾问团队
作为坚强后盾，让年轻的老师‘冲锋陷阵’。”
何青林坚信，今年将是研究院正式突破向
上向外的转折点。

“未来，我们将重点放在走出去、引进
来、走进去三个方面。”何青林解释：“走出
去”是让年轻人走出去，去学习、写生、参

展；让高龄老师的作品走出去，让更多的
人享受到艺术之美。“引进来”是不拘一格
吸引人才；引进优质企业，协助老师们进
行学术成果转化，产生更多的商业价值。

“走进去”是让老师走进校园、企业、社区、
村庄等。

乡村文化振兴任重而道远，何青林表
示，研究院将采取一系列创新举措，弘扬太
和县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让基层村民在
享受优秀文化资源的同时，积极参与到书
画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中来，为乡村文化振
兴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作为研究院的掌门人，如何让好的艺
术作品从专业展厅浸润到人民群众的日
常生活，实现“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在政府的支持与政策引导下，书画
文化发展纳入了‘文化强县’战略。”何青
林介绍，10年前，太和县启动“万人计划
培养工程”，书画教育被纳入中小学课程。

“我们是想从小抓起，做到老、中、
青、少都有条件进行学习和参与，各行各
业都有爱好者参与，从而壮大艺术人才

队伍。”为提升群众的参与度，研究院还
联合太和县政府共同举办书画展览、比
赛、讲座等活动，推动乡村、社区书画在
全县普及和推广。

此外，何青林还与高校、研究机构合
作，开展书画研究；邀请全国知名书画家
到太和县讲学、创作；利用互联网和社交
媒体开设线上展览和教学课程，方便群众
随时参与；与海外文化机构合作，开展书
画交流活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一份支持，带来广阔的大舞台

自古以来，书画艺术便承载着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精神追求。谈及书
画，不得不提起何青林与书画的深厚
渊源。

何青林，一名退役军人，自幼便对
笔墨纸砚情有独钟。在部队，他积极参
与板报的创作；退役后，他坚守对字画
的热爱。他不仅参加了太和县书画研
究院的培训，还成功加入研究院，参与
长期学术研究。

一段经历、一份热情、一种责任，共
同激励着何青林将自己所学无私地回馈
给社会。为此，他创立了一所书画培训
学校，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的书画人才。

“这份事业让我收获了认可，为社会
创造了就业机会，更实现了自我价值。”
何青林感慨不已。

何青林认为，书乃心之画。研究院
不仅是艺术家们技艺切磋的平台，更是
心灵沟通的桥梁，推动书画艺术的繁荣。

一份坚持，源于对书画艺术的热忱

太和县有着深厚的书画文化历史底
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扛起锄头下田种
地，放下锄头习书作画”便是太和县书画
之风盛行的真实写照。这种风尚可以追
溯到明清时期，太和县孕育了众多著名的
书画家。

“上世纪70年代末期，太和县书画活动
逐渐规模化。1979年，在时任太和县委副
书记杨士林的倡导下，太和县成立了书法
研究会，这成为书画组织化的开端。”说起
太和县的书画文化渊源，何青林如数家珍。

此后，太和县内陆续成立了书画院、
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等机构，形成了
县、镇、村三级书画网络。1995年，因卓越
的书画艺术成绩，太和县被文化部授予

“中国书画艺术之乡”称号。
2002年，“安徽省海峡两岸书画研究

院”创办成立，推动着与台湾地区的书画
交流和文化传播，后更名为“太和县书画
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研究院成
立初期，主要承担书画研究、人才培养和
展览策划等职能。

一座县城，掀起书画艺术之风
一个团队，迎接新的转折点

乡村文化振兴作为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的铸魂工程，正以
前 所 未 有 的 澎 湃 之 势 浩 荡
前行。

今年以来接连发布的两个
中央文件充分体现了国家的高
度重视：1月22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
（2024—2027 年）》，提出“完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
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2月 23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的意见》对外发布，这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13个指导

“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
该文件再次强调了“建立优质文
化 资 源 直 达 基 层 机 制 ”的 重
要性。

近日，笔者走进被誉为“中
国书画艺术之乡”的安徽省阜
阳市太和县，走访了太和县书
画研究院院长何青林，围绕“中
国书画艺术之乡”品牌在基层
的深化发展与传承等话题进行
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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