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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保护与传承 融合与活化”相结合

章丘：让传统村落焕发新生
通讯员 孟凡庚

中国传统村落8个
数量位居济南市第1位

村里的古井、镂空的窗棂、斑
驳的青砖……这都是魂牵梦绕的
诗意栖居。

从嬴汶河缓缓流过的官庄街
道石匣村，到杏花河见证沧桑的
普集街道博平村；从齐长城脚下
的文祖街道石子口村，到古朴雅
致的相公庄街道梭庄村；从诗情
画意的双山街道三涧溪村，到儒
商故里刁镇街道旧军村……它们
从古而来，沉淀着历史的厚重；它
们向新而生，律动着时代的脉搏。

南依泰山、北邻黄河的章丘，
有着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地理
区位、生态环境等旅游资源优势，
是久负盛名的千年古县。现有中
国传统村落8个、省级传统村落14
个，数量位居济南市第1位。同时
拥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个、省级
历史文化名镇1个、省级历史文化
名村7个。

座座古村，犹如宝藏，被誉为
“没有围墙的古村落博物馆”，也是
古建筑“活”的博物馆。章丘现保存
有国保级文保单位6处，不可移动
文物点329处，历史建筑18处。

座座古村，处处瑰宝。在拥有
的中国传统村落中，锦屏山下的
文祖街道青野村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五音戏的发源地；文祖
街道三德范村的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扛芯子远近闻名，还设立
全省首家乡村儒学讲堂，崇德向
善，倡树新风；山峦起伏，峰岭峻
秀，绿水青山环抱的官庄街道石
匣村是章丘梆子的发源地……
一砖一瓦见证历史，一街一巷承
载乡愁，一村一貌串珠成链。章丘
的古村里，不仅有古树、有溪水、
有历史烟云，更有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悉心传承、对古建筑古
民居的精心呵护。

制定个性化保护方案
体现传统村落的差异化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载
体，承载着历史记忆，体现着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如何保护好传统
村落，让它们在新时代焕发新魅
力，是一个重要课题。

保护传承，规划先行。
2022年5月，《章丘区传统村

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方
案》出台，明确示范目标、重点任
务、工作措施、组织保障，列出时
间表、路线图。

2022年10月，《章丘区传统村
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规划（2022
-2035年）》印发，明确“保护为
先、利用为基、传承为本”的原则，
依托齐长城文化廊道、齐鲁古道
和“章丘-淄博”古商道等文化廊

道，连点、串线、成片确定保护利
用实施区域，并根据村落的独特
性，制定个性化保护方案，一村一
特色，体现差异化。

编制《济南市章丘区传统风
貌建筑保护修缮导则》和《济南市
章丘区传统建筑活化利用指南》，
开展传统建筑普查建档，围绕传
统建筑风貌真实性、完整性，集中
修复“保和堂”“五福堂”等113座
传统建筑，形成更加完整的传统
风貌建筑组群。组织专门力量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搜集、
挖掘，建立涵盖民间文学、传统音
乐等100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建设“山东手造”章丘非遗展
示体验中心，认定省级非遗工坊1
处、市级非遗工坊13处、区级非遗
工坊20处、非遗传承教育实践基
地5处，培育打造传统文化、红色
记忆、地理标识产品等专题博物
馆80多处，为体验历史、传承文
化、感受乡愁提供了文化空间。

保护筋骨肉，传承精气神，传
统村落焕新需要文化支撑。章丘
充分挖掘传统村落的内在文化资
源，从传统村落的空间布局中挖
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文
化，从古色古香的独特建筑中挖
掘艺术文化，从流传的历史故事
中去挖掘历史文化，把传统文化
资源变为推动发展的文化支撑，
打造了以齐长城、齐鲁古道、古商

道为轴线的传统村落“文化廊
道”，成为古商道驿站文化和儒商
文化融入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典
范。

发展特色产业，既能保护传
统村落，又能拉动经济，以发展促
保护，实现村落保护与产业发展
的良性互动。章丘根据各传统村
落资源禀赋不同，打造博平、梭庄
为代表的北部精品农业区和三德
范、青野为代表的南部生态农业
区，牵引带动各传统村落探索“文
+娱”“住+行”“吃+购”的“一条
龙”古村旅游模式，让传统村落在
新时代展现独特魅力和时代风
采。

修缮113座传统建筑
活化利用中助力乡村振兴

淳朴的乡村生活和传统文化
之美，正唤醒和滋润着一方土地。
走进这些历经千百年的老村子，
就会发现，她们正以一种全新的
姿态，重新演绎着属于自己的繁
华与生机。

创新多方参与保护、多元投
入建设、多业融合发展等机制，对
传统村落活化利用、传统文化活
态传承，促进传统村落不断创新
发展，激活传统村落的生机与活
力。章丘聚焦乡村公共设施建设，
整修祠堂、戏台等公共文化活动
场所30多处，整修古道石板路近
9000平方米。围绕水、电、气、暖等
基础配套，全方位补齐传统村落
基础设施短板，让广袤的农村更
加生机勃勃，让人民群众的生活
更加美好幸福。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相
公庄街道梭庄村把现有塘坝改造
成山水一体小型观光点，打造“网
红打卡地”；官庄街道石匣村修缮
民宿、开农家乐、成立农产品公
司，村民走上致富道路；文祖街道
三德范村与驻章高校齐鲁师范学
院合作，利用传统建筑打造研学
基地；普集街道博平村利用传统
建筑特有风貌，建设电商带货直
播间，销售特色农产品……

章丘按照“地域相邻、产业相
近、人文相亲”原则，以2公里为辐
射半径，以3000-8000人为服务
规模，打造传统村落生活圈。探索
推进传统建筑使用权流转，指导
各村把传统建筑修缮为农民老旧
物展馆、红色纪念馆、青年旅馆、
客栈等，让传统建筑“活起来”“用
起来”。目前，全区集中修缮的113
座传统建筑，正在活化利用中助
力乡村振兴。

活化利用、活态传承。古村
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
乡愁，更引得来游客、兴得起产
业。古村静静伫立，文化绵延不
绝，创新生生不息。在传统村落连
片保护利用的道路上，章丘正把
传统村落打造成展示厚重历史的
窗口、赋能乡村振兴的样板、文化
传承创新的标杆。

初秋时节，满目葱茏；青山环绕，绿水相拥。走进“齐鲁第一古村、江北聚落标本”章丘区官庄街
道朱家峪村，随处可见斑斓的色彩，红、黄、绿的树叶在山间层层交叠，把这个古老的村子装扮得更
加富有诗意，吸引了一大批游客前往“打卡”。

中国龙山，泉韵章丘，传统村落是独特的文化符号。2022年4月，成功入选全国第一批传统村落
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区）。近年来，章丘紧紧围绕“要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充分挖掘具有
农耕特质、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物质文化遗产，加大对古镇、古村落、古建筑、民族村寨、文物古迹、
农业遗迹的保护力度”的要求，立足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保护文化遗产、改善基础设施、优
化人居环境为重点，坚持“保护与传承、融合与活化”相结合，深入探索“文化廊道+传统村落”的保
护利用模式，打造具有鲁中特色的传统村落保护样板，让文化的根脉绵延不断，让文化的力量润物
无声。

被誉为“齐鲁第一古村、江北聚落标本”的章丘区官庄街道朱家峪村。

绿水青山环抱的官庄街道石匣村是章丘梆子的发源地。

古村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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