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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县开展人文自然遗产普查

220000余余““活活字字典典””发发挥挥优优势势摸摸家家底底
本报记者 彭彦伟 辛周伦

2013年下半年，莒县作为试点，在全市范围内率先推动开
展人文自然遗产普查。从8月份开始，莒县以莒文化为核心，在
全县范围内将历史遗产、自然景观、风俗民情等全部摸底排查。

截至目前，共收集文字材料200多万字，图片千余张。“我们
准备在此基础上出一本有关莒文化的书籍，里边将涵盖近30个
种类的百余项文化。”莒县政协秘书长安丰际说。

退休老人当起普查员

尽职尽责记录莒文化

14日上午10点，记者跟随专
家一行来到莒县洛河镇。今年70

岁的单公平是一位退休老教师，
在闲暇之余喜欢钻研一些当地
的文化以及风土人情。2013年10

月份，他被洛河镇聘为文化遗产
普查员。

在单公平看来，这是一份有
着特殊意义的工作，“莒县人文
与自然遗产丰富，现在把能挖掘
到的文化都记录下来，避免多年
以后文化的消失。”单公平说。单
公平告诉记者，为最大程度地挖
掘历史以及人文等方面的文化，
他每天都会找镇上一些年纪比
较大的村民聊天，然后根据一些
书籍资料进行整理。

在老人记录本上密密麻麻
写满了收集的一些资料，这其中
有大家比较熟悉的洛河当地王
坟等，也有像当地青龙碑以及白

龙碑等一些历史传说故事。还有
生活中婚丧嫁娶以及生产过程
中一些逐渐消失或已经消失的
生活习惯。

像单公平这样的普查员在
洛河镇有六位，年龄最大的已经
有85岁。“只要我知道的或是听
说过的，都会想尽办法挖掘并记
录下来，这些文化都是极其宝贵
的。”单公平说。

开展全县文化普查

充分挖掘文化遗产

这六位普查员首先向三位
专家介绍了他们掌握的一些情
况。根据之前在洛河考古发现的
一些古化石以及一些书籍里边
提到的与洛河有关的一些内容，
原莒县博物馆馆长苏兆庆给普
查员们提了一些建议。随后，专
家根据他们掌握的历史以及一
些民俗文化也给普查员们提出
了一些建议。

这是莒县进行文化普查的

一个缩影。2013年下半年，日照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人文与自然遗
产普查工作，莒县作为试点首先
展开。“当时我们想不仅要完成
市里的普查，还要充分挖掘我们
当地独有的一些文化风俗、生活
习惯等，有些习俗已经消失或者
正在消失，我们现在保存好这些
文化遗产对文化发展也是一种
传承。”莒县政协秘书长安丰际
说。

根据要求，每个乡镇要专门
选出普查员，主要以老教师以及
党政退休干部为主，“我们抽调
的普查员大都是当地的老教师
或离退休干部，一是这些老人本
身就有这方面的爱好，喜欢干；
再就是他们本身就是当地风土

人情和风俗文化的活字典，具有
天然的资源优势。”安丰际说。全
县共有200余人参与普查。

成立普查专家组

计划出版莒文化大全

记者在莒文化遗产普查整
理细则中看到，普查的内容共涉
及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现代文化景观4个大
项26个种类百余种内容。其中除
了常见的古遗址、出土文物等比
较长见的一些内容外，这次普查
还包括民间传说、礼仪信仰、婚
娶时的风俗以及民间手工艺。

在前期各乡镇普查基础上，
县里专门聘请了3位老专家，原莒

县博物馆馆长苏兆庆以及原莒县
宣传部副部长刘树芳和刘汉中等
15人成立专家组，轮流对各个乡镇
的考察提出自己的意见。

“专家首先会听取当地普查
员掌握的一些基本情况，然后再
根据他们掌握的东西给普查员提
一些建议，面对面对接，现场解答
疑问，传授普查技巧，矫正错误思
路，规范普查范围。”安丰际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共收到
普查文字200余万字，照片一千
余幅。安丰际介绍，他们计划在
普查基础上整理一本莒文化大
全，把所有普查内容全部囊括其
中，“我们这次普查就是要对莒
文化来一个彻底普查整理，让文
化传承。”安丰际说。

一位老艺人在
演奏传统民间乐
曲（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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