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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文与现代科技相交融，汶上郭楼镇古城村焕发新生机

乡乡村村美美了了，，带带来来的的都都是是好好消消息息

老乡贤凭借记忆
复原千年村落历史

每当有人驱车驶过通往
济徐高速的旧邹线时，时常会
被道路旁一个美丽的村庄所
吸引。远远望去，建筑清一色
的灰色瓦当，耸立在特有的黄

色墙漆之上，整个村子都显得
古色古香。倘若再细细看上两
眼，还会被村外小河流水，村
内柳树成荫的乡村田园气息
所深深吸引。

这个名为古城村的村子，
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在村史馆
外，年近八旬的张晋卿蹒跚走
过。在当地，他是赫赫有名的

乡贤，在村里村外都颇有名
望。“张老不仅有文化，对俺古
城村的历史也了如指掌。”原
来，前几年镇上决定要深度挖
掘古城村历史积淀，却苦于历
史典籍的断层束手无策。

“村里有历史遗迹，也都
知道早在周朝这里便有了村
落，但如何将历史脉络挖掘清

晰，是个难题。”郭楼镇副镇长
张峰回忆说。于是在大家的努
力下，找到了张晋卿。“年轻
时，我曾在朋友家看过一套木
版印刷的《郕国城记》，大约是
清朝后期所撰写的。”张晋卿
回忆说，书中详细记载了周武
王灭商后封其弟叔武于郕，郕
国城即位于现古城村。

由此，张晋卿凭着对《郕
国城记》的记忆，加上其他一
些乡贤通过村里出土的明代
碑刻碑文反复考证后，将《郕
国城记》又重新进行了复原。
同时，随着村里不断出土一些
历史遗址，古城村的历史脉络
也逐渐清晰起来。

古村焕发新气象
迎来农业发展机遇

在最初提出发展理念时，
古城村只是个污水横流、垃圾
围村，村民生活环境脏乱差的
小村子。那时不要说是吸引游
客前来旅游，就是村民自己都
对村里的环境有很大的意见。

于是，为改变古城村面
貌，进一步传承保护郕国历史
文化资源，郭楼镇党委抓住美
丽乡村建设时机，对古城村进
行了高标准打造。不仅重新修
复了村外的古护城河，而且依
托史书记载，修复了对花井、
三乐岛等景点。如今，走在古

城村的乡间小路上，可以感受
到一派乡村田园中才有的柳
树成荫、鸟语花香、小桥流水
人家。

“乡村美丽了，带来的都
是好消息。”张峰说，蜕变之后
的古城村渐渐有了名气，也吸
引了外地的农业技术公司来
此投资落户。上海一家企业就
是看好古城村的发展前景，与
村党支部达成了合作意向，重
点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产业，打造田园综合体。

张峰介绍，企业目前已投
资2000余万元建设完成集农
业示范、育种、无土栽培为一
体的高效观光玻璃大棚，面积
约3500平方米，流转土地200
余亩，建设冬暖式塑料大棚。
在收益分配方面，村企签订合
作协议，村集体以管理服务和
基础设施入股分红10%，公司
以资金入股分红50%，村民以
土地入股分红40%，仅此一项，
每年可为集体增收10万元。

此外，村子的所有土地全
部流转出去，在最后一片麦地
今年收割之后，将全部种植中
药材。张峰指着村外一片绿油
油的田地告诉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这些都是已经栽植
的杭白菊。未来，村子将建设
中药材种植基地，种植决明
子、板蓝根、乌豆、丹参等中药
材，呈现出专业化发展趋势。

位于汶上县西的郭楼镇古城村可谓是附近颇有名气的“美丽乡村”。村旁古护城河畔柳树成
荫，村里传统文化氛围浓厚，再搭配上村外新建起来的现代农业示范园，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村
子，正通过古代人文与现代科技的交融，碰撞出乡村振兴中的文化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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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古城村风景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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