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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章丘”问君几时来
章丘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成效显著

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黄公强

连点串线成片
打造“古道章丘”

章丘区现有国家级、省级传
统村落22个。然而，古村虽美，但
大多散布章丘各街镇。曾经村与
村之间出现资源碎片化、旅游线
路节点化等问题。如何化零为整，
串点成线，下好地方传统村落保
护利用一盘棋？一个区的传统村
落如何实现既各美其美，又美美
与共？22处传统村落是深厚历史
文化的积淀，如何传承这些历史，
挖掘深化这些精髓？

“这就要在以往传统村落保
护利用的基础上，将优势传统村
落串点成线、连线成片，锚定集中
连片，深入推进保护利用。”章丘
区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章丘22处传统村落，集中分
布在章丘东部及南部，村落选址
多位于山水环抱之中或重要廊道
沿线。博平村、于家村、袭家庄村、
龙华村、杨官村、东矾硫村沿河道
选址布局，因古商道兴盛；齐鲁古
道途经石子口村、大寨村、青野村，
在三德范村分东西走向的两条道
路；齐长城遗址沿线多为山地防御
型村落，包括北王庄村、石匣村、朱
公泉村、郭家庄村、东西田广村、大
寨村和石子口村；朱家峪村、亮甲
坡村、闫家峪村、孟家峪村选址于
山脚下，生态环境优美。

依据以上村落分布特点，章
丘区住建局编制了《济南市章丘
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规
划》，引入“文化廊道”概念，以文
化遗产廊道与传统村落体系构建
为主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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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与其共生共融共
兴的各级传统村落，打造“古道章
丘”的传统村落品牌，深入挖掘

“历史的章丘、民俗的章丘、儒商
的章丘”等传统村落价值特色，突
出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的示范性和
整体性，从县（区）域、村落集中片
区和村落单体分级实施，并处理
好单个村落与集中连片的关系，
形成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的方法路径。

修复改造
蹚出保护之路

蓝天白云下，青山绿水间。走
进章丘的每一个传统村落，道路
洁净，院落整洁，洋溢着醉人的田
园诗意，让人仿佛走进了美丽乡
村的画卷。

“我一出生就在这里，原来都
是破屋旧路，坑坑洼洼，出去一次
都很难。现在路也修好了，每天还
有这么多游客到我们村来游玩。
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真是
想都不敢想啊！”石子口村七十多
岁的村民王大爷一说起村里的变
化就打开了话匣子。

地处山坳的石子口村，传统
格局和历史风貌保存较完整、传
统街巷风貌保留较好，传统民居
院落数量众多、村落历史文化内
涵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
艺术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近年
来，由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很多
老宅破旧不堪，只有想办法让老
建筑“活起来”，才能让文化传承

“活下去”不变色。
为有效保护传统村落遗存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村坚持以保
护为主，因地制宜，全方位保留传
统村落原貌。“点”上修复保住

“型”。该村以保护石子口原生态
风貌为重点，重点针对村内世界
级文化遗产齐长城、古山寨等具
有历史、文化、艺术、科学价值的
历史建筑和历史环境要素，先后
争取财政资金400余万元实施修
复，在保护的前提下成为了该村最
具观赏性的旅游景点。“线”上保护
留住“人”。编制石子口村传统村落
保护规划，成立“石子口村保护委
员会”，对村内有价值的古民居建
筑、历史遗存明确专人负责，完善
村史档案馆，全面改善老村基础设
施与共服务设施，留住老村原住村
民；大力开展村落历史与文化宣传
教育，唤起年轻村民对老村保护的
热情。“面”上提升守住“魂”。以美
丽乡村环境优化提升长效机制为
载体，党员干部带领广大群众全
力提升综合环境，整治河道600

米，铺设排水管路1400米，建设绿
化长廊1200米，改善村庄环境，森
林覆盖率达80%以上，石子口村
建设成为具有齐长城区域文化特
色突出、历史古迹风貌完整的具
有浓厚乡村记忆的村庄。

活态传承
激发非遗新活力

“活化”传统村落，并不只是
村民当下生活的改善，还在于文
化根脉的守护、文明基因的传承。

章丘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名
胜古迹众多，具有丰富的历史遗
存和独特的自然景观。集中连片
区内非遗主要以三德范村的芯
子、石匣村的梆子、青野村的五音
戏、袭家村的章丘铁匠、梭庄村的
章丘石匠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为代表。

三德范村的芯子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文化艺术形
式因酷似蜡台上的灯芯而得名，
许多名男士轮流肩抬，所以又叫

“抬杆”。表演内容多涉及戏曲人
物，如《青蛇白蛇》《哪吒闹海》《王
小赶脚》《三打白骨精》等。“踩芯
子”的一般为五六岁的孩童，他们
身着华丽服饰，脸部画上戏剧脸
谱，站在芯子上表演着各种剧情，
引得观众连连叫好。在当地村民
看来，能够参与这样一项传统艺
术表演，既锻炼了孩子的胆量，又

能够感受传统非遗文化，更重要
的是在三德范村这样的传统村落
来说，能在芯子中扮演个角色也
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

石匣村是山东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章丘梆子的发源地和传承
地。夜幕降临，村里的大戏台响起
欢快的鼓点，一声声章丘梆子响
彻石匣古村的每个角落，一段段
忠义孝悌的故事赢得阵阵喝彩。

为了留下这些宝贵的精神财
富，让非遗传承发“光”，章丘区结
合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
范工作，多措并举统筹抓好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各镇街广泛
开展民间节庆活动和各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活动，推进三德
范章丘芯子、袭家村章丘铁匠、梭
庄村章丘石匠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的申报及传承人培训，
共计开展培训147次，受众2 . 4万
人，重点整修40处祠堂、戏台等公
共文化活动场所，恢复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习所，还原文化功能属性，
丰富传统生产生活的展示空间。

盘活资源
助力乡村振兴

传统村落在乡村振兴背景
下，如何利用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赋予产业特质，发展好当地产业，
实现村落保护与产业发展的良性
互动，达到既能保护传统村落的

历史文化和景观风貌，又能拉动
当地经济增长效益的双赢效果，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章丘区依托区域文化廊道传
统村落带构建的理念，按照以传
统村落为节点，因地制宜连点串
线成片保护利用的要求，在第一
产业方面，立足片区实际和现状产
业发展需求，重点提质打造北部精
品农业区和南部生态农业区两大
片区。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建
设依托南部林果种植的冷链物流
加工、农村电商、农产品初加工、新
型职业农民培训四个中心，延伸产
业链，完善乡村农业体系。

依据片区总体定位和资源禀
赋，促进“农-文-旅”产业深度融
合，提质增效，打造“古道章丘·探
幽寻古”的传统村落旅游品牌。创
新业态、多元利用，以传统村落特
色产业助推乡村产业振兴，打造

“文+娱”观光古村游览项目，展
示古道文化、红色文化、山水文
化、人文习俗，体验文化游、乡村
游、古建游、红色游。打造“住+
行”服务古村休闲项目，提质沉浸
式农旅体验，完善交通服务，建设
连锁品牌民宿，分村布局小型农
家乐，进行影视拍摄、写生基地建
设。打造“吃+购”品牌古村产销
项目，章丘品牌农产品展销，大棚
蔬菜采摘项目，挖掘章丘特色餐
饮，进行村镇企业孵化，挖掘章丘
传统村落文化衍生产品。

以石匣村为例，立足丰富自
然资源优势和章丘梆子等文化
IP，以“党建引领+农文旅融合”
的方式，将自然景观、村落、非物
质文化遗产等资源串联起来，不
断升级配套服务设施，以富民增
收为目标，大力发展农村产业。积
极引进在外优秀人才回乡创业，
成立文旅公司、农产品开发公司，
组织、吸纳全村群众合作化经营。
山东康特农产品有限公司在石匣
村承包荒山3000亩，建设石匣野
菜基地、黑猪养殖基地，使得千亩
荒山变身生态农业基地，让这片
土地重新“活”起来，不仅使沉寂的
荒山“产金生银”，而且带动了周边
群众在家门口就地增收。与济南市
南山一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合作
成立小米杂粮种植基地，建设标准
化大型生产加工车间，延长产业
链，提升附加值，通过产业发展带
动村集体增收、群众致富。建成章
丘梆子非遗文化产业园，成为研
学基地，农村特产、农家菜馆相继
走红，古老的小山村在乡村振兴
道路上实现了华丽嬗变。

章丘通过抓规划、强产业、补
短板，以文化廊道为引领，串联起
齐鲁古道、古商道、齐长城三条传
统村落集中连片区，打造了“百里
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传统村落
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古道章丘”的
传统村落品牌。“古道章丘”不仅
成为章丘美丽乡村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还成为章丘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重要的文化软实力，“古道章
丘”问君几时来？

章丘区地貌丰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经济繁荣，是山东地区重要的史前文化——— 龙山文化的发祥地。
一直以来，章丘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和发展，将其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质量发展
大局系统谋划，着力使传统村落焕发时代魅力，彰显文化价值。2022年4月，章丘区成功入选2022年全国40个
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区）。章丘区立足于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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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建立传统村落的保护与传承、融合与活化、修复与改造模式，打响了“古道
章丘”传统村落大品牌。现如今，该区的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正造炬成阳，渐入佳境。

将传统村落连点串线成片，打造“古道章丘”。

广泛开展民间节庆活动和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活动。 石匣村的章丘梆子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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