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情难忘，乡音难改，要让历史延续下去

66处处村村落落保保护护中中留留乡乡愁愁
本报11月19日讯 (记者

李超 ) 蒲松龄故居蒲家庄的
道路改造已经完成，李家疃
的修复工程正在进行。18日，
记者了解到，之前探访的6处传
统村落，有的正在改造，这些村
子开发与保护并存，努力让人
们看得见山水，留得住乡愁。

记者了解到，蒲家庄的
道路修复工程早已完工，下
一步将出台更详细的规划。

“肯定是以保护为主，同时兼
顾旅游开发，把蒲松龄文化
传播出去。”蒲家村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而李家疃村负
责人告诉记者，之前他们对
村中道路进行整修，现在正
在对村貌进行恢复，力求达
到之前的样貌。

今年4月份，淄博市文物
局经过调查摸底，已将6处示
范点报送省文物局的“乡村
记忆”工程，包括周村大街、
淄川区蒲家村、博山区岳西
村、周村区李家疃村、周村区
万家村、桓台县八里村等6处
示范点，获得省文物局批准
后，还将建设民俗生态博物

馆 、社 区 博 物 馆 、乡 村 博 物
馆，对乡村传统文化进行保
护、征集、整理和展示。

5月份，记者对这6处村落
进行了探访，从历史、人文、风
土风貌、未来建设规划等方面
进行报道。今年2月全省组织实
施“乡村记忆”工程。

“乡村记忆工程”是“记
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情”的
载体工程，根据不同地区传
统 文 化 资 源 情 况 及 现 实 条
件，重点在文化遗产和传统
乡土建筑富集、保存基础条

件较好、文化底蕴深厚的乡
村和社区，因地制宜，不建设
新的场馆，尊重和保持农村
文化的现状，充分利用当地
现有的设施，建设民俗生态
博物馆、社区博物馆、乡村博
物馆，收集和展览富有地域
特色、活态文化特色和集体
记忆的文化遗产，包括乡土
建筑、街区遗产、农业遗产、
农业生产劳作工艺、服饰、民
间风俗礼仪、节庆习俗等，实
现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和真
实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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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疃古
村居民院墙到处
能看到拴马桩。

建筑是凝固的艺
术，今年4月，淄博6处
村落申报省“乡村记
忆”工程。本报对这6处
村落进行了探访，手扶
百年古墙，感受历史的
温度。如今，这些村落
的保护都已经启动，希
望通过这些措施，让原
味的乡愁能够永远留
在我们的记忆中。

淄博16个村入选

省级传统村落

淄川区洪山镇蒲家村等16个村入选首批省级传统村落。近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布《关
于对第一批省级传统村落名单进行公示的通知》,对103个被评为第一批省级传统村落名单进行
了公示。

今年4月,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
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要求各省市加强传统村落保护，保护并合理利用文化遗产。根据四部
局的部署，5月，我省住建厅会同文物局、财政厅下发了《关于组织申报第一批山东省传统村落
的通知》，要求评选命名第一批省级传统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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