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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山区是济南的泉源、绿肺、水源地和后花园，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功能。但是南部山区也曾经被无序开发、乱搭乱乱建、生态脆
弱、发展滞后所困扰。怎么在保护绿水青山的前提下，把南山变成金山银山？南部山区管委会和南部山区的村民们也正正在探索。他们改
变了传统的靠山吃山的路子，正在开创“新吃法”，从济南市民的需求和市场出发，发展旅游、特色种植和医疗康养等等行业。连日来，记者
深入南部山区，记录下南山人保护和发展南部山区的努力，从今天起，本报推出连续报道，为您讲讲南山的故事。

本报记者 刘雅菲 王皇

发展民宿没钱
村民主动捐款

76岁的柳埠办事处岳阳村
村民王春莲做了一件以前从没
做过的事儿——— 捐款。

她从自己的生活费里拿出
了200块钱，揣在兜里，做了好
几天的思想斗争，她觉得这钱
非捐不可，但又怕太少了人家
笑话，思来想去，就是不好意思
掏出来。

王春莲要参与的这次捐款，
起源于今年正月十五的一次大
会，那天岳阳村的村民都聚在了
一起，商量着怎么才能让村子富
起来。经过一番商量，岳阳村民
为这一问题找到了答案——— 发
展民宿。走在岳阳村里，几乎家
家户户都是二层楼房，这也让岳
阳村民相信，自己有做好民宿的
基础。岳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国
说，村里的整体环境离发展民宿
的要求还有距离，村里又没有收
入，怎么办？

村里的难处，也被村民看在
眼里。开会这天，村民杜德广兜
里揣着1000块钱，这是他早就准
备好的，开完会后，他和两位村
民坐在一起吃饭，仨人一合计，
民宿这事靠谱，“村里没钱，我们
来捐！”于是，杜德广便到村委，
把1000块钱交到了孙茂国。

孙茂国收到这钱，赶忙拍了
个照片，发到了村里的“大岳阳
正能量”微信群里。“发出去以
后，我这电话就不断了。”孙茂国
说，这一次的村民自发捐款就这
样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我们村500多口人，有七成
都捐款了，就连在外工作多年
的，听说村里要搞民宿，也用微
信转账给我们，捐款总数加起
来，已经有14.2万多元了。”

八间破旧石头房
让贫困户脱了贫

岳阳村曾经富过，也正因如
此，岳阳村对于富起来有着更多

的期盼。因为柳埠盛产一种名为
“柳埠红”的大理石，上世纪90年
代开始，岳阳村八成村民都在做
石材生意，可以说是靠山吃山，
岳阳村也成了南部山区数得着
的富村。随着资源的枯竭，以及
环保要求的提升，石材厂被关
闭，村民不得不放弃这一营生。

“以后我们要做民宿，也是
在靠山吃山，只不过换了一种吃
法，算是新旧动能转换吧。”孙茂
国说。

从岳阳村出来，沿103省道
再一路往南，便能到达泥淤泉西
村，岳阳村的打算在这里已经有
了实践，南部山区的绿水青山在

这里被“吃”出了新名堂。
68岁的泥淤泉西村村民乔有

水是一名残疾人，同时也是贫困
户。他家老屋就在泥淤泉西村北
头，一共八间，由于多年未居住，
早就破败不堪，有的房间都已经
成露天的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几间老房竟然能帮他脱了贫。

2016年4月，泥淤泉西村开
始打造民宿，村里成立了“又见
炊烟生态有限公司”，村民用自
家闲置房屋入股。

乔有水便是首批入股的村
民之一。“我们把他的房子进行
了彻底的装修。”泥淤泉西村党
支部书记乔有河说。装修后，这

八间老房分成了两个院子，从外
面看还是原来石头房子的模样，
但一进屋，就像是进入了另一个
世界。每个院子里都有两个卧室
和一个客厅一个厨房，电视、网
络、淋浴设施一应俱全。“现在这
两间房，一年的租金是三万块
钱。”乔有河说，其中乔有水能得
到5000元。除此之外，乔有水还
能从公司拿到分红，每年2000
元，早已实现了脱贫。

现在，泥淤泉西村一共有20
套房子改造成民宿，一个院落的
租金最低七八千，最贵的达到了
七万元。除了分红和房费的收
入，村民还可以给公司打工，管

理这些民宿，再增加一份收入。
“我们村原来有72户贫困户，现
在都已经脱贫了，我们村也不再
是贫困村。”乔有水说。

保留浓浓的土味
打算建写生基地

“这个房子是我们村原来一
个大户人家的房子。”离泥淤泉
西村不远，就是苇沟村，村委书
记孙茂才指着村里一栋老石头
房子说。在苇沟村，这样的老房
子随处可见。“我们就是要保留
着这分‘土味’。”孙茂才说。

也正是这土味，为苇沟村吸
引来了人气。“这几年，总是有来
我们村子写生的。”孙茂才说。这
些来写生的人启发了苇沟村的
村民，“我们打算把村子打造成
一个写生基地。”

“打造民宿，一定得弱化硬
开发，强化软包装。尽可能不大
拆搭建，保留原貌。”山东旅游职
业学院党委书记陈国忠给了南
部山区要发展民宿的村子一个
建议：“提升服务质量、文化含量
和休闲品质。结合村子的历史，
给游客不一样的感受，这样才能
更有人气。”

岳阳村的岳家山专业合作
社马上就要成立起来，这也是他
们进行民宿旅游的第一步。“我
们先把村子环境整治好，栽好这
棵梧桐树。”孙茂国说，然后再在
村里做一些蒸馒头、压面条、养
蜂的项目，让游客来吃饭住宿，
还可以体验这些传统的项目。此
外，他们还打算在村子里发展家
庭式养老，把城里的老人请到村
子里来，到时候我们村子也就有
人气了，对于村子的未来，孙茂
国已经展开了想象。

众多村子一股脑涌上来，会
不会造成民宿的无序发展？“我
们也在担心这个问题。”南部山
区管委会旅游部门工作人员说。

“现在老百姓都很有积极性，我
们要结合南部山区的规划对民
宿的发展进行指导，适合搞民宿
的村子鼓励发展，对重点区域进
行连片打造，让南山的民宿有秩
序地发展。”

■南山怎样变金山·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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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靠山山吃吃山山
南南山山有有了了新新吃吃法法
村民捐款搞民宿，请城里人去养老

怎么在保持绿水
青山的同时让南山的
居民富起来？是一个困
扰了济南很久的问题。

这一两年来，南
部山区居民眼看着身
边的违建少了，绿色
又慢慢铺满南山。在
环境改善的同时，南
部山区居民的心中也
感到越发着急。一些
等不及的村子已经开
始主动摸索，想在保
护和发展当中寻求一
个平衡，为致富蹚出
一条路。

苇沟村里，到处都能看到这种用一块钱一个的废旧轮胎改造的“花盆”，现代轮胎与古老墙壁结合出了特有的味道。 本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岳阳村有不少闲

置房屋，成为发展民宿

的基础。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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