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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赵皓滢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
午，素雅、文艺是她给人的第一印象，和她
的交谈舒适自然，能让人感受到她骨子里
的那份爽朗。

赵皓滢 1974年出生于郑州，大学学
的是设计，毕业后找到了一份让人艳羡的
稳定工作。但从小就有一个艺术梦想的
她，28岁时毅然辞去工作，全身投入到画
画中。

2002年，她到中央美院学习绘画，边
学习边创作，老师很欣赏她的作品，认为
融入了人生历练与思考。之后，她在北京
一个画家村又待了两年，这两年的历练让
她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2006年，她回到郑州。“我家住西区，
周围全是工厂，有棉纺厂，还有二砂。那
儿有我很多的童年记忆，可以说是见证了
这些工厂由辉煌到衰败，再度回到这里，
我找到了自己想画的东西。”

2009年，她攫取老工厂题材创作了油
画《老墙》，以沉重、硬朗的画风来记录历
史，入选了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并获

首届中国美术
奖提名奖，赴
日本奈良、福
冈、富士巡展，
获 得 好 评 。
2014年 10月，
“老墙”系列油画作品《老墙·亘》入选第十
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获河南省第十二
届美术作品展览一等奖。她的多幅作品，
被各级美术馆收藏。

如今，在樱桃沟艺术园区，她在自己
的画室继续创作，问她为什么会选择这
里，她说是想换一个方式生活，而且这里
专业的天光画室和安静的环境满足了她
对创作的需求。这里的艺术氛围也很浓
郁，入驻的艺术家像家人一样相处、交
流。在这里，每天叫醒她的不是城市的嘈
杂，而是天窗外透过的一束光、窗外枝头
的一声鸟鸣。

她说：“著名女画家弗里达，卓尔不
群，打造了不朽的艺术生命。她的成就，
就是我努力的目标。”

在春日里一个晴朗的上午，记
者来到樱桃沟景区。走到凤栖南路
上，从北向南路两侧建筑的墙面均
以“运动、人文、足球、家园”四大主
题融合樱桃文化，创作绘制了沿途
墙绘，让人仿佛走进了艺术画廊。
走进景区内，部分临街墙面，还有水
罐、旅游公厕甚至电线杆等也都披
上了彩色外衣。

来到樱桃沟社区竹竿园村的一
片坡地上，一排老旧的红砖墙很是
惹眼。走进里面，树木葱茏、自然静
谧，一栋栋红砖青瓦的两层小楼围
成一圈。虽然地处乡村，但这里住
的并不是村民，而是艺术家，这里因
此也有了一个更有魅力的名字——
樱桃沟艺术园区。

为了给艺术家们提供良好的驻
留场所，提升景区文化氛围，2016年
1月，樱桃沟景区管委会结合“中国
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创建要求，
启动建造樱桃沟艺术园区。园区占

地 7余亩，艺术家工作室、餐厅、展
览馆、艺术衍生品商店等一应俱全，
在这里，创作、展示、销售可实现完
美连接。同时为了吸引更多更优质
的艺术家驻留，管委会推出了优惠
政策，为入驻的艺术家免去一年半
的房租。

园区的前身是一家废弃的旧工
厂，经过创意翻新后，成了现在别具
特色的艺术园区。园区周边环绕着
12个艺术家工作室，如今已入驻 11
个。艺术家们在此从事绘画、雕塑
等各类艺术品种创作，定期举办名
家展览、工艺展示，极大地提高了景
区整体形象和知名度。

来到园区，展览馆是必定要去
的。整个展厅总面积约 800平方
米，由三个独立空间组成，是以一流
专业展厅的硬件标准来建造，在进
行二维平面作品展览的基础上，能
够满足雕塑、装置等三维空间作品
的展示需求。

旅游与艺术交融 观光与度假结合 创新与创业并进

在二七，这个乡村拥有“诗和远方”
樱桃沟艺术园区，自然与艺术的景色越来越美

樱桃沟景区又到了收获的季节，2018
年第十二届中国·郑州樱桃节将于5月3日
盛大开启。此次主题为“醉美五月 樱你出
彩”的开幕式，届时明星大腕齐集。景区也
精心准备了多条旅游线路，供您选择。

西线峡谷历史风情游——这里树龄
300年以上的樱桃古木林让人穿越时光回
味往昔。而明王台、情人谷、石匠庄遗址
等怀古圣地静待有缘人的到来，还有大自
然鬼斧神工雕刻的黄土风积地貌十八景，
整条路线就像浓缩了历史和时空的微雕
作品，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樱桃之乡、世外
桃源。

中线创意乡村游——受山水感召和
人文吸引，中国首批创意乡村示范基地在
此落户，现有50多位艺术家在这里开宗立
户、体验创作、汇展交流，涉及根雕、木雕、
绞胎瓷、铁艺、油画、国画、摄影、微电影、
奇石等多种艺术领域。

东线樱桃种植科普游——这里种植
着来自世界各地60多种大樱桃品种，被称
为中原樱桃博览园。还有16条30多公里
长的休闲健身步道连缀着龙池、邢家古
寨、梧桐听风、黑龙潭、落水天杨、芦苇荡
等众多景观，为骑跑爱好者提供不同的健
身路径选择，被称为“徒步天堂”。

说起樱桃沟，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这里被称为郑州的后花
园，每年樱桃成熟前后，总会吸引大量市民前往游玩，踏青、赏樱
花、摘樱桃……大家记忆中的樱桃沟应该是一个跟“文艺”俩字没
有关系的乡村，可偏偏在那块土地上，先后建立了樱桃沟艺术园
区、樱桃沟创客艺术村，成为一片文艺之地。如今，樱桃沟正逐步
发展为一个旅游与艺术交融、观光与度假结合、创新与创业并进
的美丽乡村。 记者 景静 通讯员 田云鹏 文/图

林禹光是第一批入驻樱桃沟艺术园
区的艺术家，参与了整个园区的设计，因
为自己本身从事多年绘画，设计园区时，
他充分考虑到了工作室的采光、室内高
度、生活区与工作区的分离等元素。专业
的设计也成为吸引其他艺术家驻留园区
的一个重要因素。

林禹光出生于 1945年，祖籍洛阳市
汝阳县。他从孩童时期就喜欢画画，那时
候，课余时间，他在各种课本上都画满小
人，因此被老师和家长训斥了不知道多少
次。到了青年，他明确了自己梦想，便开
始自学绘画。

刚开始学画画的时候，他各种类型都
尝试，版画、油画、水彩、插画……因为悟
性高、勤奋，在河南省的美术圈子里逐渐
崭露头角。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到一个
绘制伟人肖像的工作，这使他开始专心研
习素描和油画。

1988年，他赴新西兰定居。周游了许多

国家，看了不少大
师的油画原作，有
所启迪。

2000 年，林
禹光回故乡任教。后来，作为独立艺术家
长期在国内进行绘画创作，完成了《河西
之战》《盟誓》《苏武牧羊》等大型历史画的
创作及大量风景画作品。

2016年，他通过朋友介绍来到樱桃
沟景区，发现自己的家乡竟然也有这么美
丽的乡村，不仅风景好适合创作，而且离
市区近生活方便，就决定留下来，在自己
的家乡故土上进行创作。

“虽然现在我是古稀之年，但对我
来说正是创作生涯的巅峰期，我对自
己充满期待，人生会和我画里的每种
颜色、每个块面、每束线条融为一体，
催生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林禹光说 :
“绘画是一生的选择，成功或失败都要
精彩。”

画家赵皓滢 弗里达的成就，是我努力的目标

■艺术家的故事

画家林禹光
绘画是一生的选择，成或败都要精彩

■醉美五月 樱你出彩

2018第十二届中国·郑州樱桃节5月3日开幕

樱桃沟创客艺术村是以企业
经营为载体，主要针对民间艺术
家——以打造产品品牌、提升文
化内涵、构建营销渠道等链条式整
体塑造为服务内容，整合、优化、推
出一批优秀民俗艺术家，逐渐形成
聚集效应，使樱桃沟成为民间艺术
家产生和孵化的摇篮。

目前，樱桃沟社区已经开了30
余家创客工作室，有根雕、铁艺、布
艺、连环画、瓷器……每位创客都
拥有自己独立的工作室，而每一个
工作室的风格，各有各的味道。

创客艺术村管理公司的负责
人黄建军说，目前，根雕是整个艺
术村的龙头艺术产业，他们跟国际
电商进行对接，让产品走出国门，
销往全世界。也有人慕名而来，拿
着自己收藏的珍贵木材制作根
雕。随着订单的增多，根雕方面专

业人手紧张，他们便成立了根雕学
习学校，既培养人才，又能帮助对
此感兴趣的村民实现再就业。

为了帮助创客销售产品、打开知
名度，公司与农家乐合作，专门在饭
店里腾出一个空间展览艺术家的作
品，既吸引游客前去农家乐就餐，还
能帮助艺术家销售更多的作品。目
前与一家人饭店合作成立的以连环
画为主题的农家乐，将于五一建成迎
客，连环画原版放在店里展览，复刻
版用来卖。“接下来，我们将打造铁艺
主题农家乐、绞胎瓷主题农家乐……
让市民以后来樱桃沟不只是为了吃
樱桃，还为了艺术。”黄建军说。

如今，樱桃沟艺术旅游品牌正
在逐步发展中，它正在成为游客流
连忘返的旅游名地、艺术家交流与
创作的精神家园，一个令人怦然心
动的地方……

美丽乡村+艺术

美丽乡村+创客

景区内的沿途墙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