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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记者曾与在英国伦敦东
部艺术区布莱克画廊展出海草房摄影
作品的威海女孩刘雅菁有过一次短暂
交流。据刘雅菁介绍，去荣成度假的
一次偶然机会让她迷上用相机定格海
草房，之后便踏上了连续多年挨村寻
找这种胶东特色民居的“征途”。在
此过程中，刘雅菁对海草房的感情越
发深厚，看到不少海草房坍塌或因拆
建而消失，她感到很心痛。当时她告
诉记者，希望能通过发展旅游的方
式，让海草房这种乡村记忆的“底
片”保留下来。

几年过去，这个女孩的期待正成
为现实，就在去年年底，威海有关部
门已同北京的一家旅游规划公司就保
护和开发当地海草房资源达成合作协
议。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烟台蓬莱的
第二批乡村旅游规划中，马家沟片区
也提出要参考古镇模式发展以海草房
为核心吸引物的乡村旅游，以此来延
续蓬莱最古老的乡村业态。

于去年成功入选山东省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的威海俚岛镇烟墩
角村，目前正忙着为贺年会筹备大天
鹅、景区观赏、海上休闲、渔家民俗
相结合的特色旅游产品。烟墩角社区
居民董延训介绍，在乡村旅游发展过

程中，当地有了专门针对海草房的保
护规定，从建筑外观、内部装修到配
套设施等都不能随意改变——— “一到
冬天，很多游客来寻找原汁原味的海
草房住下来拍摄大天鹅，房间都订不
上，哪还舍得随意更改破坏呢。”

今年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六，竹
泉村为游客准备了在民俗专家指导下
开展的各种民俗活动：在门口放置
“拦门棍”，将神仙留在家中一起过
新年；屋门悬挂小香炉，放置五谷杂
粮，点燃香烛供奉神仙，为新年求个
好兆头——— 在“竹泉村里过大年”成
为当地冬季旅游招牌项目的同时，各
种农耕文明的产物和载体也得到了持
续整理和复原。

而在济宁王家庄，游客能见识到
老一辈如何纺线、做虎头鞋、剪纸，
了解过去的油坊怎样榨油，抑或是尝
试自己动手摊张煎饼。在潍坊安丘的
张家坡村，有几排上世纪50至80年代
的老房子还留着，村里正计划按那个
年代的特色重新布置，老家具和老物
件会被陆续还原到房中院内，以便更
好地展现当时村民的生活和生产状
态。

在乡村这个特殊环境中，想要处
理好旅游开发与记忆传承延续的关

系，面临的困难也不少。随着乡村旅
游发展速度的加快，这两者间的矛盾
已在我省部分乡村旅游点日益尖锐地
暴露出来。山东旅游职业学院党委书
记陈国忠指出，与古村落、古建筑相
关的乡村记忆的诸多形态，共同构成
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生态，“相关
部门有必要在制度设计上确保这种生
态的连续性和可持续传承性”。

“这决定了商业化形态不应该受
到绝对排斥。比如，有些古建筑仍有
实用价值，一些相关的非遗形态仍是
许多继承人赖以糊口的营生。”陈国
忠表示，既要反对为保护而保护、缩
手缩脚地将其绝对“文物化”的倾
向，也必须警惕单纯为经济收益肆意
割裂甚至破坏这些文化记忆所依存的
大环境、竭泽而渔式的“大开发”做
法。山东财经大学旅游系副教授王旭
科则表示，乡村旅游应考虑“乡土气
息和时尚元素的混搭”，这样有助于
解决当前层次低和同质化的问题。记
者了解到，就在不久前，我省已确定
新的一年实施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将
与乡村文明建设、“乡村记忆”工程
等紧密结合，在保护文化的前提下进
行旅游元素包装。

(郭旗)

烟台市

长岛渔家乐(乐园村、黑石嘴村)

赶海、垂钓，吃渔家饭，贴春联、窗花、
福字，包饺子，放鞭炮、赶庙会等。

联系人：王怡杰0535-3112262

王爽18553512282

莱阳照旺庄镇西陶漳村

省优秀庄户剧团吕剧表演；梨乡民俗
博物馆观赏二十三辞灶、三十祭祖、初二送
神等胶东民俗；体验胶东民俗风情。农家乐
20家，旅馆1家，餐位数200个，每人40元，床
位数30个，每人50元。

联系人：宋巧燕13022737286

姜凤群13854522866

交通方式：莱阳乘2路到西陶漳站点下
车，自驾为烟青一级路—蚬河路—丹崖
路—莱羊路—西陶漳村。

养马岛渔家乐

以吃在渔家、住在渔家、玩在大海为特
色，游客可以体验钓鱼、撒网、拾贝、烧烤等
渔民风情活动，参与蒸饽饽、剪纸、面塑等
手工活动，领略独有的“马文化”和“秦文
化”。渔家乐80家，星级宾馆5家，餐位数3200

个，每人50元，床位数3500个，每人70元。
联系人：王志平13964532990

崔长青13792578058

交通方式：从烟台沿滨海路东行，至养
马岛大桥左转，行至天马广场右行即到。

2015年山东最有年味
民俗村系列展播之四

咱咱们们这这里里民民俗俗特特别别多多

乡村旅游系列报道之八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在旅游行业，这是一句常被提起的经典话
语，但文化与旅游该怎样融合才能达到那理想的状态呢？在推行新农村的进程中，许多村落文
化被现代化和城镇化大潮所裹挟，进而消失。在保护意识逐渐被捡起的时候，乡村旅游便发挥
了重要作用，让那些文化找到了情怀之外，更经得住现实考验的坚守理由。

山东各地精品民俗游展播之八

济宁市

泗水县泗张镇王家庄民俗村

可体验桃源人家、剪纸人家、手工煎
饼坊、手工刺绣坊等民俗 ,购买花生、地
瓜、中药材等土特产。贺年会期间免费开
放。有6个住宿农家独院,50张床位,农家乐餐
位128个。

联系人:王冬13863745011

交通方式:日东高速泉林口下北行入244

省道3公里即到。

曲阜市吴村镇龙尾庄村

以大红灯笼高高挂、绣球招亲、花轿
抬亲、踩高跷、跑旱船、耍毛驴等传统民
俗吸引游客。贺年会期间免费开放。床位
300多张,可同时接待游客1000人。

联系人:晏军15153789743

交通方式:京福高速曲阜北下入104国道,

左行直走到丁字路口右走,沿路标到达龙尾
庄葫芦套民俗村。

微山县南阳古镇

推出民间艺术表演大赛暨新春文艺汇
演、电影专题拜年、状元楼上考状元、湖
上流动少年宫拜年及鱼鹰表演、湖上婚
礼、“头鱼”大赛等数种地方特色民俗活
动及各种特色餐饮。贺年会期间古镇景区
免票。餐位数1200个,每人40元,床位数80个,

每人80元。
联系人:吴明超0537-8122866

交通方式:日东高速济宁下济鱼公路50

公里,鱼台北环东渡口码头乘船9公里至南阳
古镇景区。

兖州区新兖镇小马青村

推出农民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及腰鼓
队、传统庄户剧演出等民俗活动。汇集各
类名优特产和手工艺品。贺年会期间免费
开放。餐位数2200个,床位数100多个。

联系人: 卞冉0537-3896699

牛立良13506387212

交通方式:兖州火车站5路车直达

淄博：沂源河放灯

时间：元宵节
地点：沂源县主要河道
民俗活动：放河灯活动主要表达

对逝去亲人的悼念及对活着的人们的
祝福，包括制作河灯、放河灯、河灯
比赛、放灯祈福等主题活动。每年的
正月十五在水边放河灯，人们点起彩
灯万盏，抬头赏月、燃灯放焰、喜猜
灯谜、共吃元宵，合家团聚，同庆佳
节。

交通指南：青兰高速沂源出口
下，至沂源县

联系人：赵国华
联系电话：13583350983

潍坊：下营港祭海

时间：元宵节
地点：昌邑市下营港
民俗活动：一大早，渔民便开着

农用车、小轿车、摩托车齐聚下营
港。9点38分，祭海仪式开始，鞭炮齐
鸣，有跑旱船的、有扭秧歌的、有踩
高跷的，人们开始焚烧宝船香纸，并
把写好的“太平文疏”点燃，磕头祈
拜，场面十分壮观。

交通指南 :206国道—昌邑市区—
221省道

联系人:李世良
联系电话:18660677629

枣庄：龙王庙逢会

时间：春节期间
地点：洪绪镇龙园古村
民俗活动：有踩高跷、舞狮子、

划旱船、耍龙灯及秧歌表演，有鲁南
拉魂腔、豫剧、黄梅戏、川剧等戏剧
表演，有斗鸡、吹乒乓、摸福字、筷

子夹弹珠、猜灯谜等趣味表演，有北
京冰糖葫芦、天津大麻花、上海小笼
包、兰州拉面、四川钟水饺等小吃体
验，让人目不暇接。

交通指南：乘22路公交车
联系人：吕蕊
联系电话：0632—5510077

潍坊：九仙山朝拜

时间：元宵节
地点：峡山生态区
民俗活动：明朝刘伯温帮朱元璋

打天下后，不受辞封，趋至峡山，修
行成仙，与八仙合称九仙，峡山因此
得名。每年正月十五，朝拜之人络绎
不绝，以求赐予聪明才智。山会民俗
文化特色鲜明，口味独特的地方小
吃、匠心独具的手工艺品深受人们青
睐，登高祈福的山会也变成了旅游观

光的盛会。
交通指南：市区内潍安路—潍胶

路—丈岭立交桥—丈岭社区
联系人：郭梦莹
联系电话：0536-7730005

枣庄：灵泉寺祈福

时间：春节期间
地点：山亭区凫城镇庙南峪村
民俗活动：万名民众自发前往寺

庙烧香祈福、庆祝玉皇大帝诞辰，同
时举办民俗文化展示，手工艺品、土
特产销售，特色地方小吃，传统戏曲
和杂耍魔术汇演。庙会期间，游客可
尽情享受节日的欢乐气氛。

交通指南：陆运客车至洪马路庙
南峪段

联系人：孙金刚
联系电话：13563273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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