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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非遗文化振兴带动乡村振兴不仅能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化，更是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了总

结在数字化背景下农民画促进吉林经济发展的策略，本文从技术提升与创新、品牌建设与推广、产业链

整合与协同发展、政策支持与资金保障和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等五方面，就创作理念落后、优秀人才稀

缺及产业发展等问题，来探索吉林农民画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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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the revita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n not only better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be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summariz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farmers paint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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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Jilin economic strategy, this paper from technology promotion and innovation, brand con-
struction and promotion, 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olicy sup-
port and capital guarantee and talent training and team construction, such as five aspects, backward 
creative concept, talent scarcit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explore the Jilin farmers paint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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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吉林农民画有着地域特色与文化内涵，是民间文化的生动体现，也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经济发展的纽

带。如今数字化发展迅速，改变了信息传播和消费模式。这对吉林农民画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

面，数字化为农民画的展示、传播和交易创造了更广阔的平台，突破时空局限；另一方面，在吉林经济

多元化发展的当下，如何使农民画在数字化环境中崭露头角，并转化为经济优势，是急需研究的课题。

所以，深入探究数字化背景下吉林农民画促进经济发展的策略意义重大，这不仅关乎地方特色文化产业

的发展，也对吉林经济在新的文化经济融合趋势下实现新突破有着积极影响。 

2. 技术提升与创新 

2.1. 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首先，吉林农民画要在保持农民画传统内涵的同时，结合现代技术和审美趋势，能够有效提升农民

画的市场竞争力和艺术性。我们可以在创作中使用鲜艳的色彩和生动的线条，同时融入城市生活和社会

变化等现代主题。吉林农民画不仅可以在国内展览，还受邀参加国际艺术展。在保持传统的同时，走出

地方，进入更大的艺术舞台。在以后培养中，可在画作中添加现代城市景观、社会问题、及冰雪文化等

以反映吉林省经济发展的变化与进步。不仅能使作品更具视觉冲击力，还可吸引年轻观众的注意。 

2.2. 技术研发与创新 

其次我们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可以将农民画的图像转化为数字信号，利用机器学习图像识别构图方式

并进行统计分析，对多幅作品进行数据挖掘，总结出成功的表现手法，并为农民画的发展提供指导意见。

这不仅有助于传统艺术的创新，还可以为新一代艺术家提供灵感[1]。 
将农民画与谷歌 ARCore 技术的结合，使画中的元素“活”起来，增加了观看的趣味性和互动性。这

样的展现使得观众不仅仅是被动欣赏，而是积极参与其中。通过手势或触摸与 AR 内容进行互动，这种

交互性能够吸引年轻观众，提高他们对农民画的兴趣。 
通过将农民画与数字技术相结合，无论是利用数据分析工具进行艺术特征的深入研究，还是通过增

强现实技术提升观众的体验，都展现了传统艺术在现代科技背景下的无限可能。这种创新不仅能够推动

农民画的传播和发展，还能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为吉林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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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可持续性转化与产业化发展 

紧接着我们可以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吉林农民画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因此吉林农民画就要从

产业化发展入手，产业化能从原来的个体绘画和手工作坊生产转变为完整的产业链生产，将吉林农民画

作为一个文化产业来发展，才能有出路，有发展，提高产量，完善产业链，提供更多样化的农民画[2]。 
吉林农民画的产业化发展必然带动从业人员就业，提供相应的工作岗位，不仅如此，还能将吉林冰

雪农民画不断传承和发展。吉林农民画的产业化发展，必然是个由简单到复杂的一个提高，依托吉林冰

雪文化，将吉林农民画更健康、有序、特色性的发展下去，通过旅游产品，佳节礼品、房屋装饰等拓宽发

展空间。 
通过可持续性转化与产业化发展的结合，无论是经济还是发展，吉林农民画都有无限的发展潜能。

这种创新不仅能扩大就业，而且还能促进农民画的保护与传承。 

2.4. 材料创新 

最后我们还可以采用新型环保材料：例如，采用水性颜料、环保纸张等，提高了作品的安全性和耐

久性。这不仅对应了可持续性发展战略，而且提高了非遗文化产品的保存时间。结合现代工艺：使用数

码印刷技术，使得农民画的生产过程更加高效。 
材料创新不仅符合绿色环保理念，而且增加了作品的保存时间，这使得农民画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

和传承，也为消费者提供了高质量的作品，为吉林经济提供持久的经济支持。 

3. 品牌建设与推广 

3.1. 品牌建设的必要性 

品牌建设是市场经济中提升产品竞争力、提升产品附加值的关键因素。对于吉林农民画而言，其不

仅仅是具有文化和艺术价值的产品，还承载着地方特色、民俗文化以及乡村振兴的潜力。但在国内外艺

术市场上他的认知度较低。 
大部分农民画仍停留在地方市场，缺乏强有力的品牌推广与国际化的传播渠道和有效的数字化营销

手段。因此通过科学的品牌建设，提高吉林农民画的市场知名度，打破地方性限制，拓展更广泛的消费

群体是必要的。 

3.2. 品牌数字化建设 

目前吉林的农民画生产多集中在个体或小型工作室，缺乏强大的产销体系和品牌化的销售渠道。部

分地方政府和企业虽有推动农民画产业发展的行动，但缺乏统一的品牌管理和市场调研。农民画的营销

方式相对传统，未能充分利用数字化工具如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进行宣传和销售。 
我们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和数字技术，进行精准的市场定位和跨地域的推广，增强品牌的影响力和

市场占有率。互联网已成为品牌传播和市场开拓的重要渠道，吉林农民画可在电商平台开设吉林农民画

专属品牌旗舰店进行线上销售，利用社交媒体发布创作过程、艺术家访谈、画作故事等内容进行推广[3]。
增加与消费者的互动，塑造品牌形象。同时，开发专门的品牌官方网站或 APP，提供个性化定制、线上

展览、作品拍卖等服务，提升用户粘性和品牌忠诚度。充分挖掘和展现吉林农民画的独特性，将吉林的

自然景观、民俗文化等元素融入作品及品牌传播中。 

3.3. 品牌数字化营销 

数字营销手段可以为品牌传播提供精准的用户数据，帮助农民画品牌实现精准的市场定位，使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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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消费者偏好，根据不同消费者群体定制不同的营销策略。并利用数字广告进行精准的品牌曝光。

同时，引入专业的艺术管理和营销团队，帮助农民画创作者提升创作水平和市场接轨能力。 
建立农民画创作工坊或合作社，提高生产规模，保障作品质量。加强与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的合作，

开发联名产品、文化衍生品，造出一条“文化旅游 + 艺术品牌”发展的新路径，拓宽销售渠道，进一步

推动吉林经济发展。可与吉林的旅游景点合作，开设农民画主题展览或艺术村落，结合其自然景观和人

文特色，形成独具魅力的文化旅游产品。如明信片、书籍、家居装饰品等，丰富产品线。实现从原材料采

购、艺术创作到生产销售，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提高品牌的综合竞争力。 

4. 产业链整合与协同发展 

4.1. 加快农民画与相关产业融合 

4.1.1. 提升农民画创作水平与市场适应性 
农民画作者应紧跟时代步伐，创作出既具有传统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的作品。政府和文化机构可以

举办农民画创作大赛、展览等活动，激发创作者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加强农民画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提高农民画作者的创作能力和市场意识。可以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等方式，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和

市场适应能力。 

4.1.2. 推动农民画与旅游业的融合[4] 
推动农民画与旅游业的融合不仅要开发旅游项目，将农民画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打造农民画主

题旅游线路、农民画展览馆等，吸引游客前来参观体验。同时要提升旅游品质，通过举办农民画文化旅

游节、农民画艺术节等活动，提升农民画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游客前来。 

4.1.3. 拓展农民画的销售渠道与市场推广 
拓展农民画的销售渠道首先需要线上线下结合，利用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线上渠道，以及实体店、

展览等线下渠道，拓展农民画的销售渠道[5]；也要加强农民画品牌建设，提升农民画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可以通过注册商标、申请地理标志等方式，保护农民画的品牌形象。最后利用广告、公关、活动等手段，

进行农民画的市场推广，也可以与旅游、文化、教育等产业进行合作，共同推广农民画。 

4.1.4. 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 
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既要整合产业链资源，也要提升产业链价值。 
整合产业链资源可以通过加强农民画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合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例如，农

民画作者可以与纺织品、工艺品等生产企业进行合作，共同开发农民画衍生品；提升产业链价值则可以

技术创新、品牌建设等手段，提升农民画产业链的整体价值。例如，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农民画进行数

字化处理，开发农民画数字产品等。 

4.2. 拓宽农民画产品的销售渠道 

拓宽农民画产品的销售渠道，也可以加快产业链整合与协同发展。具体从以下五方面入手： 
电商平台入驻：利用淘宝、京东、拼多多等知名电商平台开设官方店铺，将农民画产品直接推向全

国乃至全球的消费者。电商平台具有用户基数大、覆盖面广的优势，能够帮助农民画作品突破地域限制，

实现更广泛的销售。 
线下实体店合作：与画廊、艺术品店、文化市场等线下实体店进行合作，将农民画作品入驻这些实

体店进行展示和销售。通过线下实体的展示和体验，可以吸引更多对农民画感兴趣的消费者，并提升作

品的知名度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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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结合：依托农民画艺术中心或农民画村等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商品，将农民画作品与旅游

产品相结合进行销售。例如，可以制作农民画明信片、农民画纪念品等，吸引游客购买。 
直播带货：利用直播销售模式，邀请知名主播或艺术家进行农民画产品的推广和销售。直播带货具

有互动性强、传播速度快的特点，能够帮助农民画作品快速获得关注和销量。 
网络营销与宣传：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网络渠道进行农民画作品的宣传和推广。可以制作

精美的农民画作品展示视频或图文内容，吸引用户的关注和兴趣，进而引导他们进行购买。 

5. 政策支持与资金保障 

农民画作为吉林省以及我国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乡土情怀。为进一

步保护和弘扬这一民间艺术，提高农民画创作的积极性与传播度，各级政府应推出一系列政策支持和资

金保障措施。 

5.1. 政策支持 

1) 法律法规保障 
为保护农民画的传承与发展，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我省应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法》等相关法律，明确提出对民间艺术的支持和保护措施，为农民画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 
2) 财政支持 
国家文化部门及吉林政府定期划拨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农民画的发展和传承工作。包括资金拨款、

奖励补贴等方式，支持农民画的发展与创新。 
3) 设立项目及计划 
a) 设立农民画创作与传播项目，鼓励农民画家进行创作并为其推广。 
b) 实施农民画进校园计划，将农民画引入学校教育体系，培养新一代的农民画传承人。 
c) 开展农民画展览活动，为农民画家提供展示平台，扩大其影响力。 
4) 税收优惠 
对从事农民画创作、展览、销售等活动的企业和个人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减轻其经济负担。 

5.2. 资金保障 

1) 设立专项资金池 
为确保农民画的资金投入与运作稳定，吉林省政府应设立专门的农民画发展资金池，为相关活动提

供资金保障。 
2) 资金的合理使用与监管 
a) 确保资金的透明使用，定期进行审计和公示。 
b) 设立监督机构，对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和评估。 
c) 鼓励社会监督，接受公众的监督和反馈。 
通过上述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措施，为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法律保障。未

来，应继续加强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力度，推动农民画的创新发展，使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更加

绚丽的光彩。 

6. 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当前，吉林省农民画人才队伍的状况呈现出地域性、传承性、年龄结构不均等特点。在地域分布上，

吉林省农民画多集中在部分农村地区，城市中农民画人才相对匮乏。在传承方面，虽然许多农民画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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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传承给了下一代，但受到教育水平、经济条件等影响，农民画的人才培养存在断层现象。此外，农

民画人才队伍的年龄结构亦不均衡，老一辈画家逐渐淡出舞台，年轻一代对农民画的认知和接受程度有

待提高。以上就是我省农民画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采取以下策略 
1) 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 
政府应加大对农民画人才培养的重视，建立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农民画人才队伍的素质和

水平。为此，我们倡导本校美术专业同学及热爱绘画的同学参与[6]，积极开展农民画的教育培训活动，

培养更多的农民画创作人才和爱好者，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2) 加强宣传推广 
为提升农民画的社会认知度和关注度，我们需强化媒体与网络宣传推广。利用线上平台(如电商平台、

社交媒体等)结合吉林省“大东山水迎天下”的旅游主题进行农民画的销售和推广[7]，扩大市场覆盖面；

与线下实体店、旅游景点、文化机构等合作，开展农民画的展示和销售活动。 
3) 鼓励创新 
鼓励农民画家在创作过程中融入现代元素，提高作品的创新性和时代感[8]。同时，为年轻一代提供

更多的学习和实践机会，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农民画与数字大数据软件 SPSS、MATLAB 相结

合。可以将农民画的图像转化为数字信号，分析其色彩、构图、表现手法等与艺术效果之间的关系，发

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数字技术的强大功能；农民画与谷歌 ARCore 结合，打造智绘吉林。通过 ARCore
的技术，将农民画的静态图像转化为动态的、可交互的体验。当用户将手机对准农民画作品时，ARCore
会利用其深度感知功能识别图像，之后为用户呈现一种沉浸式的、仿佛置身于画中的体验。 

4) 加强队伍建设 
为促进吉林省农民画的数字化转型，我省应积极引进优秀人才，加强与其他艺术领域的交流合作[9]，

以推动农民画艺术的发展与繁荣。我们需与相关产业协会、文化机构、企业等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动

农民画产业的发展；通过资源整合和共享，实现优势互补和共赢发展。在构建这一商业模式时，需要注

重市场调研和消费者分析，了解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以便制定有针对性的产品开发和营销策略。 
农民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瑰宝，吉林省农民画人才队伍建设至关重要。通过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

制、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宣传推广、鼓励创新以及建立激励机制等措施，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吉林省农民

画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应注重培养年轻一代对农民画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为农民画的传

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只有通过不断努力和创新，才能推动农民画艺术的繁荣发展。 

7. 结论 

数字化技术为传统农民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平台。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化发展，再到材料和工

艺的升级，数字化为吉林省农民画的振兴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

进步，吉林农民画将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其在文化产业中的潜力，带动地方经济的全面发展。不仅如此

我们提出了多维度、多层次的产业链整合方案，从线上线下教育、数字化教学、创作创新、产业合作等

多个角度促进农民画产业的发展。借助现代科技创新了创作和传播方式，吉林农民画推动了文化产业的

繁荣，提升了地方品牌的影响力，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同时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持。吉林农

民画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艺术的创新，更是推动地方经济、文化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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