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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盖高高楼楼搞搞基基建建，，不不拆拆海海草草房房
荣成农村社区城镇化留住乡愁和记忆，好环境带动旅游发展

城镇化进程中拔地而起的
新楼房，和代表着农村文化的旧
民居，并不是无法共处的。

在威海荣成的城镇化进程
中，农民和渔民搬进了社区统
一规划建设的新楼房，但当地
特有的海草房，也很好地被保
留了下来，百年海草房掩映在
现代化楼房中，成为当地的一
道风景。由于不少社区经济和
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学
生纷纷从城市回到家乡就业。

从荣成市俚岛镇大庄许家村
村口高大的牌坊走进去，路两旁是
已经建好的新楼房，村里的文化广
场旁边，一座设施完善的幼儿园正
在装修。与这派现代化气息对比强
烈的，是村委会大楼两侧保留的原
始的海草房：石砌的墙壁、高耸的
屋脊，屋脊上面是质感蓬松、绷着
渔网的海草尖顶，外观古朴厚重。

2月25日下午，年近七十的村
民许庆殿正坐在炕上看电视，他告
诉记者，村里在搞新农村建设的时
候，传出消息说要拆了老海草房建
楼房，“当时真的紧张了一阵子，生
怕住了几代人的海草房就这样被
拆了。海草房冬暖夏凉、百年不腐，
要拆的话绝对舍不得。”

后来市里征求村民的意见，为

住了一辈子海草房的老人保留了
这些上百年的海草房。同时，在村
头统一规划，盖起了新楼房。“上了
年纪的老人对海草房都有着很深
的感情，住楼房肯定会不习惯。”许
庆殿说，“我家的海草房有一百多
年了，给我一栋楼都不会换。”

俚岛镇的烟墩角社区也有
1300多间保存完整的海草房。社区
负责人曲明初告诉记者，社区除了
利用既有建设用地规划建造楼房
外，也注意保护原生态的海草房，
每年会拿出专款给村民修葺装修
一些破损的海草房。“海草房是祖
辈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海草房与
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不冲突。”

2006年9月，海草房建筑工艺
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海草房给一栋楼都不会换”

荣成市寻山街道的赵家村社
区，整齐坐落着4栋黄色外观的5层
楼房，全村170户居民去年元旦前
全部搬迁入住。不过，这并不是社
区党总支书记孙玉晓眼中的农村
城镇化，他告诉记者，城镇化并不
是简单的平房变楼房，农民上楼只
是其中的一个小环节。“上楼后生
活配套设施还得跟上，居住环境要
有明显改善。”

为了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社区
将管道天然气与市政管网完成对
接，同时，投资80万元安装了燃气
供暖系统，每年给每户居民45平方
米的供暖补贴。2公里的污水管线
也铺设完成，并新上了污水处理设
施，日处理生活污水能力可达200
吨，处理后的水质可达到国家一类
A级标准。

赵家村依山傍水，自然环境优
美，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优
势，赵家村成立了旅游开发公司，

将土地集中起来，发展生态农业，
种植蓝莓、草莓、树苗、蔬菜等。利
用天然的神岭山风光，开发休闲旅
游项目，并进行文化招商。

赵家村还利用神岭山的地形
开挖了三处水域，形成了一圈新的
神岭湖，“这几年也有天鹅到我们
这里来了。”孙玉晓说。

说到天鹅，不得不提烟墩角社
区海边的天鹅。由于自然条件优
美，适宜天鹅生存，每年11月至次
年3月，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天鹅从
西伯利亚飞来烟墩角越冬。烟墩角
社区的居民也开始学会保护天鹅，
有专人定时给天鹅喂食、巡护。在
烟墩角，过年的时候没有人放鞭
炮，生怕惊扰了这些天鹅。

天鹅的到来也让烟墩角当地
旅游火起来。每年慕名来拍天鹅的
国内外游客不计其数，不少人借助

“天鹅经济”搞起了“渔家乐”，许多
居民尝到了致富的甜头。

搞起旅游，村里也用上天然气和暖气

大学生从大城市回村里企业上班

文/片 本报记者 宋磊

近海养殖增多，海岸边难捡海草
荣成海草房建筑工艺被

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后，当地政府和民众开始重
新审视海草房的历史价值和
传承意义。“海草房承载了百
年风雨，有独特的文化价值，
应该保护并传承下去。”原荣
成文物馆馆长、民俗专家张
启明在接受采访时说。

张启明研究海草房多年，
从他们的调查资料来看，荣成
当地村庄80%以上的海草房建
于明代。荣成地处沿海，夏季
多雨潮湿，冬季多雪寒冷，民
居主要考虑冬天保暖避寒，夏

天避雨防晒，当地居民以厚石
砌墙，用海草晒干后作为材料
苫盖屋顶，建造出海草房。

苫间海草房要三四个人
花上十几天才能搞好，苫盖
的海草最厚处可达4米，建造
一座海草房所用的海草常常
达5000公斤以上。由于生长
在大海中的海草含有大量的
卤和胶质，用它苫成的厚厚
的房顶，可以防虫蛀、防霉烂
且不易燃烧，海草房冬暖夏
凉、居住舒适。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
量原始自然村庄的环境和面

貌得以改变。随着近海养殖
的增多，渔民养的海带、海蛎
子等用的网拦住了海草，因
此20年来，海岸上看不见有
大量的海草涌上来，现在已
经基本捡不到海草了。

“城镇化的发展给人们带
来喜悦的同时，海草房减少也
给大家带来了惋惜。这些感受
交织在一起，难免令人唏嘘。”
在威海市工作的荣成小伙李
祥鹏不无感慨地说，他特别怀
念儿时村子里成片的海草房，

“那是最美好的回忆。”
本报记者 宋磊

大庄许家的海草房已被列为
威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许多年轻人向往大城市的生
活，而在荣成市许多新型农村社区，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弃
了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回到家乡
干事创业。

27岁的曲金峰从2008年6月到
2011年3月，跟随劳务输出去日本做
了几年水产加工，近3年下来挣了20
多万元。从日本回国后，他发现俚岛
镇烟墩角水产有限公司效益不错，
发展得也很好，就决定留在家乡工
作。

在荣成，像曲金峰一样愿意留
下来的年轻人大有人在，今年30岁
的曲俊君就是其中之一。2008年大
学毕业后，曲俊君在四川工作了一
年多，“后来感觉离家太远，不方便
照顾父母，对四川的生活也不适应，
就回到了家乡。”

曲俊君说，家乡近几年变化非
常大，土路变成了水泥路，也搞起了
绿化，建起了文化娱乐广场，盖起了
居民楼，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娱乐文
化从无到有、从有到多。

曲俊君在水产公司当会计，工
资比以前在外面打工还要高。30岁
的他已经结婚并住进了社区建的楼
房。曲俊君介绍，船厂还有一对大学
生夫妇做技术工作，自己就是从他
们那里听说社区越来越好，并听了
他们的建议才回家乡的。

教育问题也越来越被重视，为
了鼓励村里的孩子好好上学，赵家
村社区每年都会拿出资金对高中和
大学的孩子进行教育补贴。孙玉晓
告诉记者，每年每个高中生、大专生
和本科生分别会得到600元、1000元
和2000元的教育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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