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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安徽省萧县刘套镇魏安
村，村民王淑玲铺开一张宣纸，调色、
蘸墨、挥毫，不一会儿，两三朵牡
丹跃然纸上，分外娇艳。

王淑玲与画结缘已有 30 多年。
1987 年，正当王淑玲琢磨着如何学
画时，镇上传来了农民书画院建成
的好消息。老画家郑正离休后回到
家乡，义务传授画技。抱着试试看
的想法，王淑玲报了名。

就这样，16 岁的王淑玲成了书
画院的一员，日耕于野，夜勤于砚。
从此，她再没放下画笔。农忙时，
下地干活；闲暇时，提笔作画。对
王淑玲来说，田间的玉米、茄子，
家养的大鹅、小鸡，塘里的莲子、
荷花……目之所及，皆可入画。绘
画技术越娴熟，求画的人也愈来愈
多，渐渐地，她想到开一间画室。

在刘套镇上，街道两旁几百米
的距离，足有 10 多家画室，王淑玲
的裱画店就是其中之一。2006 年，

在家人支持下，她在镇上做起了裱
画生意。

如今的王淑玲，是安徽省美术
家协会会员，不仅自己爱好绘画，
还教周边村民画画。据了解，萧县
23 个乡镇都建立了书画院、书画协
会，每年书画市场交易约 15 万件，
年产值超 1.5 亿元。仅刘套镇，能写
会画的就有上千人，现已初步形成
集创作、装裱、出售于一体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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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好了，有了‘绿色银行’，大家都主动把废旧地膜
拿过来，不仅能赚点钱，村里的环境也变好了。”青海省平安
区石灰窑回族乡业隆村村民张守新说。

“‘绿色银行’就是垃圾分类积分兑换超市，能让村民将
垃圾分类回收后兑换成日用品。”在石灰窑乡“绿色银行”值
班的石灰窑村监委主任祁重成介绍说。

“村里的污染很大部分是因为垃圾处理不当造成的。”石
灰窑乡党委书记朵辉说，为了整治村容村貌，石灰窑乡在上级
部门的指导下探索成立“绿色银行”，通过回收废品变积分、
积分换日用品的方式，鼓励村民进行垃圾分类回收。

“我们‘绿色银行’与上级主管部门、第三方公司协调联
动，形成了地膜‘使用 - 回收 - 加工 - 再利用’的良性循环机
制。这样一来，废旧地膜变废为宝，第三方公司有了材料来源，
乡亲们有了‘绿色奖励’，乡村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朵辉说，
截至目前，“绿色银行”已回收废旧地膜 20 余吨。

“不仅是废旧地膜，废旧电池、废旧电器、旧衣旧鞋、塑
料瓶等各类废旧物品都能在‘绿色银行’获取积分。”石灰窑
村党支部书记李仁欠旦主说。从去年 4 月“绿色银行”正式开
业起，大部分村民从最初的新鲜好奇，到现在都变成了“绿色
银行”的常客。

    王   浡
    摘编自 3 月 21 日《新华每日电讯》

徐秋韵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