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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闫盛霆 仇慧清

保护古建筑留住老味道

老宅院连方成片的村子就是古村落。历史
悠久的古村落，被誉为民间文化生态博物馆、
乡村历史文化活化石。作为一个县级区，淄川
区怎么会拥有如此多的传统村落资源？这实属
难得，但也绝非偶然。

与其他地区相比，淄川区有着优越的地理

环境——— 东南部位于鲁中山区，山头众多，大
大小小的村落星罗棋布。而受制于交通等问
题，这些小村落难以发展起来，这为传统村落
的保留创造了条件。

“我们这里的房子都是依山而建，石头垒
墙，石板铺顶。”来到“石头村”——— 太河镇
上端士村，村党支部书记李春敬指着一排老房
子说。“春天景色好，随着天气的转暖，周六
周日来游玩的人很多，每逢节假日，大家都愿
意到我们这里来走走石板路、推推磨盘，感受
一下浓浓的乡村气息。”而和上端士村一起被
评为国家级传统村落的梦泉村亦是如此，所有
房屋统一用青石建造。

因为山区条件差，没有人愿意来买或者开
发这些老房子，这反而保护了古院落的完整。
现如今留下来的老房、旧巷、草屋、石檐、石
磨，依然原汁原味地漫溢着岁月特有的风韵，
体现了先人们生活的印记，也承载了一代人儿
时的美好记忆。梦泉村党支部书记李兴贵表
示，保留村庄原始风貌,保护中国传统农耕文
化 ,“记得住乡愁”才能真正实现。留住那些
老味道，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近年来，淄川区不断加大保护力度，建立
区、镇、村三级保护管理体系，通过出台保护
办法、制定规划方案、努力修缮、吸引青年人
回村等方式，为人们保留下那份美丽的乡愁。
如今，淄川人通过保护古村落以延续民俗民风
血脉、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的意识已经苏醒，但
留住古建筑的同时，如何让传统村落重新焕发
生机，他们仍在探索。

唤醒沉睡的历史

在双杨镇月庄村文化广场上，村民们正津
津有味地欣赏聊斋俚曲戏《王六郎》。“这是
进村演出，我们要将聊斋俚曲发扬光大。”淄
川区聊斋俚曲艺术团常务副团长李兰珉说。

蒲家庄的聊斋园内，蒲松龄第11世孙、全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聊斋俚曲传承人蒲章俊也在演
唱俚曲，游客们品茗之际，欣赏着悠扬动听的旋
律，仿佛又回到了300多年前的诗情画意中。

淄川有各种古墓葬、古建筑、古遗址等千
余处，吕剧《王定宝借当》、剪纸、蝴蝶舞、
反贴肉烧饼等都是村落文化的代表，最为典型
的就是聊斋文化和齐长城，其中聊斋俚曲、孟
姜女哭长城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齐长
城、蒲松龄故居属于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在太河镇，有王定保借当、公子小白悬羊
击鼓、孙膑梦泉等历史人文遗产，以及马鞍山
烈士祠堂等红色文化。

古村落承载和孕育了民间艺术、建筑、民
俗等民族文化，积淀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文化
氤氲，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传统村
落中，有我们民族的魂、文化的根，而且不可
再生，消失了也就没了，它的衰亡所损毁的价
值远比经济效益更大。

为了不让这些文化瑰宝失传，淄川区先后
建设聊斋纪念馆、将聊斋俚曲课列为区实验小
学校本课程、成立聊斋俚曲艺术团进村下乡演
出、举办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和蒲松龄文艺奖；
整合齐长城、孟姜女、蒲松龄等文化资源,打
造总投资30亿元的齐长城文化旅游项目，电视
连续剧《齐长城保卫战》即将在马鞍山实地拍
摄,根据《聊斋志异》小说创作的大型魔幻5D
电影正在筹拍……

“每个村落都是一部厚厚的历史，古村落
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也需让新风气吹进来，
唤醒那沉睡的历史文化。”李春敬说，文化是
水，唯有流动的古村落文化才能永葆生机。所
以，走近古村落，要用了解和传承，让现代人
在门缝中欣赏古村之美。

激活古村经济

树在家中、村在林中，这是古村落独有的
如画美景。画家挥毫泼墨、拍客按动快门、驴
友争先目睹，并时有影像文字见诸报端。但古
村落里的一石一木，无法长时间地经受风雨霜
雪的侵蚀。近年来，淄川区立足资源优势，以
发展生态乡村游、文化旅游等方式，对古村落
进行保护性开发利用，为略显颓态的古村注入
新活力。

而对古村落的保护，群众也由原先的“抵
触”变成了“拥护”。以上端士村为例，每年接待
游客近6万人次，村集体收入可达60万元。村民
们靠着卖山鸡蛋、野菜、山核桃、樱桃采摘等特
色农作物，年收入翻番。村集体有钱了，老人、残
疾人都得到了妥善安置和关爱，除了读书的和
外出打工的，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村民都在公司
里就业，连七八十岁的老人也可以坐在家门口，
卖点鸡蛋和土特产品赚钱。

王化军原来是后沟村的一名普通村民，如
今，他在村里开起了四星级农家乐“一家人山
庄”，年收入达到12万元。在太和镇，这样的
“农家乐”全镇已有50多户。让游客赏乡村美
景、吃农家饭、住农家房, 真正实现了吃住
行“一条龙”服务。太河镇也拥有“全国特色
景观旅游名镇”、“中国矿泉水之乡”、“省
级旅游强乡镇”等多个头衔。

在古村经济的拉动下，蒲家庄建设蒲松龄
故居、聊斋园、举办花灯会等带动聊斋游，梦
泉村建成3A级旅游风景区，上端士村建成2A
级云明山风景区。最为典型的就是在全国推广
的“梦泉模式”。梦泉村依托资源优势建立梦
泉风景区，采用“公司经营、农民参与”的模
式，让农民参与到景区的开发建设、管理中
来。景区中有乡村、乡村中有景区，使游客既
能登山观齐长城寻古探幽，又能在果园里赏花
摘果享受绿色自然，同时又能体验山村的乡俗
风情，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还带动百姓致富，
可谓一举多得。

创新弹性编制 实施业务直管 提升教学水平

网状互动让农村师资“活”起来

传统村落集中扎堆 国家级省级达到19个

淄川：保护古村 留住乡愁
古 朴 的 麦 秸 草 房 、岁 月

侵 染 的 石 碾 石 磨 、光 滑 的 青
石 板 路 ，共 同 塑 造 出 人 们 心
中 的“ 世 外 桃 源 ”。作 为 首 批
入选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的
古 村 ，淄 川 区 太 河 镇 上 端 士
村 和 梦 泉 村 的 成 功 ，在 于 时
刻努力保存着自己的乡村记
忆 。而 它 们 只 是 全 区 传 统 村
落的一个缩影。

近 年 来 ，淄 川 区 在 传 统
村 落 保 护 方 面 成 绩 喜 人 ：2
个 村 落 入 选 国 家 级 传 统 村
落 ，1 7 个 村 入 选 省 级 传 统 村
落 。传 统 村 落 为 何 扎 堆 淄
川 ？乡 愁 如 何 留 住 ？开 发 利
用如何进行？

张店区傅家镇黄家小学的学生正在上刺绣课。(资料片)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临淄足球博物馆被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评选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该馆是世界
上唯一一座全面展示中国古代蹴鞠文化与现代足球
发展风貌的主题博物馆，是全国蹴鞠历史文物、文
献、资料的收藏中心，也是面向全国推广蹴鞠的科
普教育、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的机构。

临淄足球博物馆始建于2005年，2015年迁至太
公湖北岸齐都文化城内新馆，占地1 . 18万平方米，
是一座集参观游览、休闲娱乐、历史文化研发、文
化产品开发的主题博物馆。临淄足球博物馆分为中
国古代蹴鞠与世界现代足球两个部分，利用丰富的
文物资料以及现代多媒体展示手段，充分展示了我
国古代、近代、现代蹴鞠与足球的历史演进。

在这里，参观者可以亲自上场，感受古代蹴鞠
的赛制，也可以参观、游玩、拍照留念。自2016年
1月22日开馆以来，每月都吸引着近万名游客。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山东省政府批准第四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58项)和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共计59项)公布，淄博市16个项目名列其中。截至
目前，淄博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达51个。

据了解，本次入选的16个项目包括：张店区的
田氏整骨疗法、洪派太极拳，淄川区的通背拳、孙
膑拳、琉璃烧制技艺、肉烧饼制作技艺，博山区的
正觉寺禅修茶道、陶瓷刻绘、雨点釉制作技艺、琉
璃灯工制作技艺、鸡油黄及鸡肝石制作技艺，周村
区的知味斋肴鸡制作技艺，临淄区的八仙戏、古器
物拓制技艺、古城膏药制作工艺及整骨医术，高青
县的仪狄造酒故事。

淄博市16个项目

入选省级非遗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淄博市临淄南金农民博物

馆、淄博锦川淄砚博物馆、高青术青藏古博物馆、
淄博市鸿磊金石拓片艺术博物馆、淄博市源一刻瓷
艺术博物馆获得山东省文物局备案确认。截至目
前，淄博市在省文物局备案的非国有博物馆增加至
19家，逐步形成了非国有博物馆与国有博物馆并行
发展、相互补充的发展格局。

据了解，临淄南金农民博物馆建筑面积4774平
方米，2014年6月开馆，是目前省内最大的“乡村记
忆”博物馆；淄博锦川淄砚博物馆位于淄川区罗村
镇，展示了收藏的淄砚精品及制砚工艺；高青术青藏
古博物馆展出了高青县王术青先生20多年来文史资
料、陶瓷等丰富的收藏；淄博市鸿磊金石拓片艺术博
物馆是收藏、研究、展示金石拓片的高品位的专题博
物馆；淄博市源一刻瓷艺术博物馆是全市第一座经
省局备案的展示与传承刻瓷艺术的专业博物馆。

淄博市新增

5家非国有博物馆

临淄足球博物馆

获评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记者从周村区古商城景区了解

到，应日本国际文化经济振兴协会及韩国姜氏宗亲
会邀请，由淄博市旅游局带队，周村古商城景区及
齐山景区主要负责人赴日、韩进行旅游推介。

据悉，旅游交流团分别在日本东京及韩国首尔
举行了旅游说明会。希望通过进一步加强与日、韩
旅游业界在资源共享、市场共拓、品牌共造等方面
的合作，让更多日韩朋友体验淄博旅游，了解中国
文化。

山东面向东北亚，日、韩与山东从地理位置上
说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地缘临近及文化的相近性使
得山东成为日、韩游客赴中国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近年来，日、韩游客已成为周村古商城景区海外游
客的主要组成部分，游客数量呈现激增态势，占到
海外游客总量的70%左右。仅2016年来，该景区已
接待十余个日、韩团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称
周村古商城是“山东为数不多的可以对国际市场推
介的旅游项目”。

据了解，此次活动也是周村古商城景区首次走
出国门赴海外进行旅游推介。为此，周村古商城专
门拍摄了针对日、韩游客的景区宣传片，为日、韩
市场全方位展示古商城独特的商埠文化、宗教文
化、丝绸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及民俗文化，
让日、韩游客更加深入地了解淄博、了解周村。此
次推介活动也成为周村古商城景区对外宣传的新途
径及窗口，争取在日、韩旅游市场开辟更广阔的空
间，吸引更多的海外游客前来进行深度体验。

周村古商城

赴日韩开展旅游推介

□通讯员 亓俊然 王小伟 报道
为弘扬传统清明习俗，淄博市临淄区皇城二中

校园内刮起时尚蹴鞠风。该校通过讲蹴鞠故事、观
赏蹴鞠表演、绘蹴鞠手抄报、缝蹴鞠作品等一系列
趣味蹴鞠课程，使孩子们既得到了锻炼，又很好地
体验了传统蹴鞠习俗的魅力。

图为学生们在欣赏传统蹴鞠表演。

农村学校一直存在教
师年龄老化、学历结构不
合 理 、 结 构 性 缺 编 等 问
题，严重制约了农村教育
的可持续性发展。

近年来，张店区构建
横向优培＋引进＋支教横
向三维互动模式和纵向业
务直管模式，形成网状互
动 ， 让 城 乡 师 资 流 而 不
乱、流而不失。

阅读提示

□ 本报记者 杨淑栋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张桂玲

弹性编制引优师

张店区在基本实现办学条件“城乡学校一
个样”的基础上，将着力点放在了以内涵发展
促进区域教育的高位均衡与深度公平上。实施
教师弹性编制，建立优培＋引进＋支教横向三
维互动模式是该区的机制创新举措之一。

从2012年暑期开始，新教师要统一在城区
优质校接受一至两年的“优培”后再返岗。因
优培产生的教师空缺，则由相应数量的城区骨
干教师及外地市引进名师以支教方式补充进
去。

张店区以年轻校干、骨干教师、客观上超
编学校的教师为重点，调整优化教师配置，建
立起了全区优质师资合理有序流动的长效机
制，让教师“动起来”，使优质教师资源“活
起来”，有效地推进优质师资共享。

同时，对新教师实施“优培”，大大地缩
短了他们的成长周期。地处张店最南端的傅家
镇黄家小学校长于强高兴地说：“农村学校最
缺的就是好教师。现在，每年都有3支强大的
新生力量同时补充进来，持续的‘鲇鱼效应’
给学生解了渴，给学校带来了发展机遇。”

新政实施以来，黄家小学共迎来了23位城
区支教教师，有14名新教师在城区接受了“优
培”。学校教师的平均年龄由之前的43岁下降
到了32岁，年轻教师占到了全校教师总数的三
分之二，音体美等专任教师全部配齐，新生力
量超过了全校任课教师的80％。从年龄结构到
学科结构的配置都达到了与城区学校的同等水
平。

优培＋引进＋支教三维互动模式推行以
来，全区有近400名新教师参与了城区校“优
培”，近500名城区骨干教师和近100名外地市
引进名师参与了农村校支教。有90％的校长参
与了多元化轮岗交流，还有10名城区教师主动
申请调到农村学校工作。

打通师资流动“最后一公里”

“是区教育局实施的‘业务直管’‘救
活’了我们这所最偏远最薄弱的农村中学！”
谈起学校近年来的变化，张店区十一中的老师
们非常感慨。

张店区从2012年开始实施的农村中小学
“业务直管”，实现了两个上移：一是学校、
教师管理上移到区，二是校长的选拔、任命上
移到区。

记者从张店区教育局了解到，以前，农村学
校校长由各中心校在镇域内自行选拔任命。这
导致校长候选人相对较少，评选标准也难以统
一，严重制约了农村学校的发展。而纳入区业
务直管后，既为学校储备了更多优秀的人才，
也为多元化轮岗交流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张连明原来是张店七中的副校长。擅长教
学的他被区教育局派往北京名校参加“浸泡
式”培训半年。正是在这一新机制下，张连明
被选派到了地处中埠镇的张店十一中交流，任
挂职校长。

两年多来，张连明发挥自身优势，从问题
入手，在课程建设、教师自主发展机制构建等

关键环节动起了“大手术”，为老师们重新装
上了成长的“发动机”。

一段时间后，教师的教学水平明显提升，
学生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语文、数学、英语
3科的合格率提升30个百分点，其他学科平均
分提高10分，体育中考合格率达到100％。超
过八成的学生升入了心中理想的高中。

“原来，每年都会有三分之二的学生流
失。而今，学生回流率达到了100％。”据张
连明介绍，在实施“业务直管”之前，初一新
生只能招到30人左右，如今初一新生已增至
100多人。

优培机制促教师成长

新教师优培行动计划，不仅为农村引来了
好教师，更提升了农村教师自身教学能力。青
年名师培养工程，由张店区内特级教师、省级
教学能手、教科研专家组成的学科中心组对培
养人选进行指导。新校长培养工程，由张店区
教师进修学校培训部牵头，利用区域内优秀校
长资源及外部专家力量，对任职不足三年的新
校长进行系统性培训。

张店区实验中学不仅为每个新教师配备

“一对一”的师傅，还利用校内的市级骨干教
师、教学能手等身边的典型，先后给22名优培
教师做了自我规划、教育教学技能、课堂管理
艺术、班级管理、心理辅导、白板使用、课件
制作等全方位培训。

城中小学在新教师优培过程中则注重让结
对师傅做到“三带”——— 带师魂、带师德、带
师能，徒弟做到“三学”——— 学思想、学为
人、学本领。学校还定期组织教师观看经典教
育影片，适时开展观影讨论，引领他们做“有
思想、善学习、敢创新、有个性”的教师。

“优培教师在城区学校的成长之迅速，是
显而易见的。还真舍不得让他们走呢！”张店
区祥瑞园小学校长李灵芝说，“从某种意义上
讲，如何快速培养这些新教师，实现从新手到
合格的转变，确实是对学校办学水平与境界的
一种检验。”从2012年政策推行以来，祥瑞园
小学已经先后承担了33名新聘教师的优培任
务，为马尚中心小学、湖田小学等11所农村及
薄弱校输送了优秀的新教师。

在纵横交融、多维贯通的“网状互动”体
系中，张店区让农村教师流而不失，城区教师
动而不乱，需要的是一整套科学的机制和体系
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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