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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画风景成电影拍摄地
剧情是新农村美好愿景

起伏的群山，在被誉为“沂蒙
母 亲 湖 ”的 山 东 省 第 三 大 水
库——— 跋山水库北岸画了一个

“C”形半弧。明洪武年间，耿姓先祖
从山西洪洞迁居，选中了“C”形半
弧西北角的一个山坳定居，村名几
经更迭最终定为耿家王峪。

村名中的“峪”字，形象地阐
释了这里是山谷。谷底向上，是一
大一小两座名列“沂蒙七十二崮”
的岱崮地貌山峦。一村览两崮，再
加上发端于群山的溪流由东向西
依村而过，给这里造就了如画风
景。1988年，农村题材电影《私奔》
在这里取景拍摄成片，影片全长
100分钟，其中在村里取景拍摄60
分钟，取景地接近20处。在村民的
印象里，这部电影在这里拍摄近
一年。

“拍电影的时候我才两岁，让
娘抱着当群演进了镜头，电影里
能看到。”村民张台军的孩子如今
也到了他当年的年龄。除了感怀
岁月如梭，张台军更感叹当年电
影里的石墙茅草屋顶房已经被砖
瓦房取代。2008年，村里在西头建
起两栋楼房，在村子附近一家企
业上班的张台军买房搬进去，过
上了以前只有城里人才有的小区
生活。

独特的地形加上沂蒙人的淳
朴，让革命战争年代的耿家王峪
村成为沂蒙地区诸多红色堡垒村
中的一个。1947年3月27日，华东
野战军特种纵队修理所在这里成
立。1949年，修理所跟随部队转
战外省最终落户南京，并由此发
展成为生产第一辆国产轻型载货
卡车“跃进”的汽车厂。

2014年10月25日，南京依维
柯汽车组织开展的“溯源传奇，创
新未来——— 跃进品牌文化之旅”
活动中，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
司授予耿家王峪村“中国跃进品
牌第一村”称号。

“他们修枪、炮、汽车……”树
荫下乘凉的老党员耿在云坐在马
扎上，嘴里重复念叨着这句。尽管
已经95岁，但耿在云老人身体依
旧很健朗。据村民说，村子也算是
个长寿村，90岁以上的老人至少
有10个。

石子场老板“失业”后
包500亩桃园办农家乐

400米高空俯瞰耿家王峪
村，白墙红瓦的房屋点缀在翠
绿中，8条灰白色的水泥路从村
居始发向四面山林辐射，在山
腰连接成环，这些环山路建成
自2018年2月份省派第一书记
工作队进驻之后。

“没修水泥路之前只能靠肩
挑手提，小轿车上不去，烧油的大
马力三轮车也上不去，一场雨就
能把土路冲出半米多深的水沟，
桃子、苹果往下运都犯愁。”耿家
王峪的山谷小气候以及砂砾土质
是生产优质果品得天独厚的资
源，但困于山路难行，村民们栽种
的桃子、苹果、葡萄、板栗等经济
作物，没法连片发展，也曾想过靠
种植发家的王红霞和丈夫只好选
择经营石子场。2012年前后，响应
生态保护，王红霞和丈夫关停了
石子场。

“关了之后找不到好出路，
一直在吃老本。”让王红霞心有

不甘的是，耿家王峪有山有水风
景好，种出的瓜果桃李比山外的
也甜，守着这样的资源就是没有
闯出名气。

当宽达4米的环山生产路和
观光路连接成网，三轮车、小轿
车可以开到果园地头。王红霞
和丈夫顺势在两个大小崮之间
的山上流转承包500亩桃林，省
司法厅派驻第一书记薛华伟又
动员他们在桃林开办了农家
乐。

“2019年春节正月里营业额
达到2 . 5万元，游客来之后还捎
带些手工罐头、小米、核桃等特产
带回去。”王红霞说，农家乐每个
月都有入账，游客、食客上山时还
会体验采摘、购买当地农产品，他
们回家后又口口相传把这里推广
到各地，游客和订单源源不断地
通过朋友圈汇聚。

“桃子有十几个品种，能够保
证游客从4月到10月一直有桃

吃。”王红霞笑着告诉记者。

古银杏树下办民宿
闲置老宅焕发新生

1988年电影《私奔》在耿家王
峪取景拍摄时，耿立才7岁。“摄像
机架到房顶上拍，我们一般大的
孩子放学后就追着剧组跑去看。”
耿立成年后才明白当年那部电影
是反映改革开放后农村青年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以及新思想观念
给农村生活带来的变化和前景。

影片中，外村媳妇嫁到村里
时向男方家庭索要过桥费，而男
方家庭困顿无钱可拿，村里年轻
有为的“万元户”雨生，立志将来
把村子变成景区，外人进村参观
得买门票。这段剧情让耿立印象
深刻，在他看来，经过30多年的发
展，特别是省派第一书记工作队
进驻以来，昔日电影剧情已经照
进耿家王峪的现实。

“2018年底我们村就评上了省
美丽休闲乡村，今年又获得全国美
丽休闲乡村的称号，在全国都有了
名气。”2019年，常年在外从事建材
生意的耿立，看到耿家王峪村的发
展前景，回村投资开办民宿。“我家
的老房子，连同后面几家邻居的空
房都租了过来。”考虑到游客还需要
餐饮服务，耿立动员堂弟也回村开
办了农家乐。

9月初，记者前往耿家王峪村
探访时看到，耿立的民宿选址在
村中那棵据考证有640年历史的
银杏树下。他租用的多套民宅已
经完成外部整修，装修工人正加班
加点进行内饰。“一共13套，44间
房，一次能接待三四十人。”耿立介
绍，目前他已经投资两百多万元，
敢于拿出这么多钱搞民宿，他的底
气除了来自耿家王峪获评美丽休
闲乡村，还源于看到村里已经完成
了山顶景观亭、旅游路、公共卫生
间等基础建设，而且第一书记驻村
后引入资金建起了孔雀谷、采摘
大棚等项目。

“根据耿家王峪村的各类资
源，我们整合各方力量、形成发展
合力，做了建设跃进小镇田园综合
体的五年发展规划，耿家王峪村一
定是比电影剧情更精彩的美丽休
闲乡村。”省司法厅派驻第一书记
薛华伟说，现有的农家乐、民宿已
经激发起村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热
情，下一步还要建好游客服务中
心、停车场等旅游接待配套，争取
创成3A级景区，实现让游客进得
来，留得住。除此之外还将抓好扶
贫车间和冷库项目，解决社区农产
品深加工和旅游农产品开发。

曾经的电影取景地
如今比剧情更精彩
采摘游、民宿、农家乐，耿家王峪正在蝶变

32年前，葛优参演的一部农村题材电影在临沂市沂水县诸葛镇耿家王峪村拍摄。影片中，新观
念、新思想对农村生活带来的冲击和变化映射进这个当年的取景地。

32年后，村民王红霞夫妻俩种了500多亩果树，桃子销往全国各地；在外打拼多年的村民耿立，
投资两百多万元回村开办民宿……他们的底气，来自亲眼看到的乡村变化和发展前景。

村里的桃子有十几个品种，能够保证游客从4月到10月一直有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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