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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过 浸
泡、熏蒸、熨烫、

剪、裁、印、贴等32
道工序，一根根不起

眼的芦苇变成了一幅幅
栩栩如生的花鸟虫鱼、人
物风景画。八年来，在非
遗芦苇画代表性传承
人谷穗的带动下，
淮阳的芦苇画畅
销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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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照顾生病小叔
辞职创业

从河南周口市主城区驱车约
半个小时，就到了谷穗创办的金穗
子芦苇艺术馆。进入展馆后，首先
映入眼帘的便是墙上的一幅幅制
作精美、妙趣横生的芦苇画，花鸟
虫鱼、人物风景应有尽有。

芦苇画是中国传统民间艺术
精品中的一朵奇葩，它以芦苇的
叶、秆、花穗为原料，经过浸泡、熏
蒸、熨烫、剪、裁、印、贴等 32 道工
序精心制作而成。因其纯天然、纯
手工，绿色环保，堪称“绿色艺术
画”。

谷穗，1984 年出生于河北省
邯郸市，家里有祖传的芦苇画制作
手艺。受家庭的影响，谷穗从小就
喜欢非遗文化。大学毕业后，经人
介绍，谷穗认识了同为非遗文化爱
好者的葛磊。当时，葛磊在部队服
役，谷穗在邯郸一家单位上班。后
来，两人结了婚。

2011年，葛磊的弟弟突患大面
积脑梗，虽经抢救保住了生命，但生
活自理能力大打折扣。葛磊的弟弟
身高超过1.80米，老人照顾他很是
吃力。无奈，葛磊从部队复员，谷穗
也从河北来到了葛磊的老家周口淮
阳。

葛磊的弟弟看病花了不少钱，
病后恢复更需要钱。谷穗说：“我
和葛磊的工资都不高，便想着在非
遗文化方面做点什么。”淮阳有万
亩龙湖，遍地都是芦苇。过去，这
些芦苇除了烧火做饭和编苇席，再
无他用。于是，谷穗想到了一个创
业门路，她依靠从老家学得的技
术，于2014年在淮阳县城开了“金
穗子芦苇工艺有限公司”，一边照
顾弟弟，一边生产、销售芦苇画。

回想创业的艰辛，谷穗印象

深刻：“最初的时候生意
非常差，因为人们都不认
芦苇画，所以进入市场比
较难。”思前想后，谷穗觉
得还是得在产品上下功
夫。

在创作上，谷穗大胆
借鉴国画、版画、剪纸、油

画、烙画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在
画风上，她以民间传统工艺为本，
努力追求时代的特色；在色彩运用
上，她以芦苇自然色为主基调，点
缀少许明快的色彩……

“2014 年 8 月，我们第一次去
省里参加河南省农民画展，一下就
拿了两个三等奖回来。”如今说起
这些，谷穗依然很兴奋。之后，谷
穗和她的团队又赢得了首届中原
（鹤壁）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金奖、
2016中原旅游商品博览会“中原旅
游商品精品大赛”金奖、2017中国
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优秀作品金
奖、第四届河南省民间艺术展一等
奖等一系列奖项。由此，芦苇画渐
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芦苇画畅销国内外

“像这样一幅芦苇画，做下来
得多长时间？”在艺术馆，经常有人
指着一幅花鸟画问谷穗。“要是一
个人做的话，得五天左右。”谷穗
说。

芦苇画的制作工序十分复杂，
整个制作工序全凭手工完成。前
期，需先将芦苇秆浸泡、熏蒸、漂
洗；然后剖开、熨平，再进行熏蒸；
接下来是熨烫，用烙铁在芦苇秆上
勾画出深浅不同的层次和色变，使
其富有立体感；之后再经剪、裁、
印、贴等多道繁杂工序制作而成。
如果是初学者，至少得练习两个月
才能独立上手。

谷穗经常向参观者展示的，是
一款做工复杂的虎年生肖作品。
芦苇画上的老虎神态逼真、生动传
神，连细细的毛发都清晰可见。

谷穗自豪地介绍道：“老虎身
上的每一根毛发，都是用剪刀一刀
一刀剪出来，又一层一层粘上去
的。假如事先不了解的话，你绝对

想象不到这竟然是用芦苇做的。”
谷穗公司的芦苇画畅销国内

外，几乎是生产多少销售多少，一
直供不应求。谈起芦苇画出口，谷
穗很自豪，也很感慨：“原来，我们
出口的东西都是按人家的要求制
作的，体现的都是西方文化。现
在，我们做十二生肖以及中国风景
画，尤其是花鸟画，很受欢迎。”

随着芦苇画被越来越多的人
喜爱，谷穗获得了一系列荣誉：周
口市创业之星、周口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芦苇画代表性传承人、河
南省巾帼建功标兵、河南省青年
岗位能手等。

2020 年 12 月，谷穗家被评为
“全国最美家庭”。她的公司也先
后被认定为巧媳妇创业就业工程
示范基地、女性创业孵化示范基
地。

帮助更多残疾人自食其力

从创业之初的一个小门店到
如今的公司化运营，从毫不知名到
如今的众多荣誉加身，谷穗特别
感谢党和政府的帮助。2021 年，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谷 穗 精 心
创作了两幅作
品 ，其 中 ，《红
船》获 得 庆 祝
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 年 河
南省民间艺术
大 赛 一 等 奖 ，

《民族之魂》获
得“ 百 年 献 艺
庆 百 年—— 河
南非遗讲述中
国共产党历史
故 事 ”展 览 二
等奖。

创业之初，
为了帮助丈夫
的弟弟康复，也
为了帮助更多
残疾人自食其
力，谷穗免费开
办培训班，向残
疾人传授制作

芦苇画的技艺。因为不收学费，还
管吃住，培训班不但吸引了大批
本地的残疾人，还吸引了不少来
自河北、山东、山西、云南等地的
残疾人前来学习。后来，眼看着
来学习芦苇画的人越来越多，谷
穗干脆在县城租了一个大一点
的 场 地 ，把 生 产 线 从 展 厅 搬 过
去。

参加培训后，残疾人可以留在
公司干活，也可以领料在家做画，
谷穗还负责上门收货。谷穗把他
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很多残疾人
没读过书，有的从来没有摸过笔，
所以我们就从画圆、画横线开始
教。”谷穗还带领他们一起学习，读

《弟子规》《三字经》。
依托芦苇画手工技艺，谷穗带

领全家投身助残事业，先后免费培
训学员3000多人，直接带动200多
名残疾人就业。走进谷穗的生产
基地，门头上的“国家级残疾人非
遗 传 习 基 地 ”一 行 大 字 格 外 显
眼。未来，谷穗表示，她会继续
扶持残疾人上学、就业，还会帮
助他们结婚安家，带着大家一起
向着幸福前进。

据《恋爱婚姻家庭》

非遗芦苇画传承人谷穗：

芦苇织就金色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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