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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魏
新美）从4月16日省政府新闻办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据海关统计，今年
一季度，山东进出口总值6177 . 1亿
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38 . 9%。
山东省农产品出口285 . 7亿元，继续
稳居全国农产品出口第一位。

青岛海关副关长石勇介绍，该
成果的取得，得益于全球经济贸易
恢复性增长，尤其是我国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有
力有效。考虑到去年疫情因素影
响，即使与2019年同期相比，今年
第一季度山东外贸进出口增速仍然
达到33 . 3%。第一季度，山东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1 9 4 4亿

元，同比增长34 . 3%，占同期山东省
外贸进出口总值的31 . 5%，成为山东
省外贸稳定发展一块重要的“压舱
石”。

济南海关一级巡视员赵丰杰介
绍，一季度，山东省农产品出口
285 . 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 . 2%，
占全国农产品出口总值的24 . 3%，继
续稳居全国农产品出口第一位。从
主要出口产品看，出口蔬菜及食用
菌66 . 5亿元，下降3 . 8%，占同期山
东省农产品出口总值的23 . 3%；水产
品59亿元，下降8 . 8%，占20 . 7%；干
鲜 瓜 果 及 坚 果 2 7 . 9 亿 元 ， 增 长
2 1 . 5 %，其中苹果 1 3亿元，增长
19 . 2%。

一季度我省农产品出口稳居全国第一

8 6岁的张洪良最喜欢做的事
情，就是搬个板凳，坐在老屋前，
听着鸽子的咕咕叫声，晒太阳。

这是一处二进院落，北屋，以青
色小瓦覆顶，屋脊上的神兽栩栩如
生。院中，绿树新芽初发，菜畦里的
韭菜鲜嫩碧绿。“方宅十余亩，草屋
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像极了古诗里描绘的乡村画面。

这里是济南市莱芜区苗山镇南
文字村，山东省首批“乡村记忆工
程”之一。据史料记载，南文字村
在北魏时期就是嬴县治所，距今已
有1600年的历史，而其中最能证明
南文字村曾经辉煌的，莫过于张洪
良居住的张家大院了。

时光浸透在

古村落的每个角落

张家大院始建于明末清初，距
今已有300年的历史，由家境殷实的
张姓族人陆续修建而成。大院占地
25 . 3亩，各院落间彼此独立又相互连
通，是一处完整的大家族居住空间。

张家大院的古民居，是清一色
的粉墙黛瓦。悠悠的古巷道，斑驳
的老石墙，虽历经数百年，却古韵
犹存。据介绍，当年，大院内的张
姓子孙按支派分别居住在大院的
东、西、南、北四门，大门之内有
二门、屏门，然后进入各个院落。

“我小时候就住在这里了。”
4月9日，记者初见张群浩时，他热情
得很，“这里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也是我的家。”走进小院，古老的
气息扑面而来，砖墙画壁、石础雕
花、天井院落，简朴而宁静、古老
而柔美。一椽一木、一砖一瓦，都
好似积淀着几百年的文化底蕴。

“后来我出去盖了新屋，老人
去世后，我又搬了回来。”张群浩
说，四合院里住了两家，分别是他
和他的侄子。“有的院子里住一
家，有的住两家或三家。”村民张
秀光介绍说，目前住在张家大院里
的有43户，大部分为张姓后人。

在这里，中国传统建筑的营造
方式得到了完好的保存。张家大院
中的庭院多为前院、中厅、后楼三
进“目”字型四合院，或前厅、后
院二进“日”字型四合院。有的庭
院在一侧或后面还建有花园。

“墙体均为砖石结构，披檐柱
廊则是实木结构，歇山和硬山房顶
一律用鱼鳞青瓦覆盖，正脊两端和
斜脊下部还有数量不等的脊兽。”
苗山镇副镇长郭金刚告诉记者，张
家大院是明清时期典型的鲁中山区
传统村落建筑，也是莱芜地区保存
最为完好的古民居建筑群之一。

制约保护与发展

的因素有不少

四合院内，张群浩和老伴住东
西厢房，侄子住北房。不过侄子年
前回来结完婚就外出工作了，小院
里只剩下张群浩夫妇二人。

“现在没有多少年轻人在家，50

多岁的人在村里都算是壮劳力了。”
村民张兴同说，过去，张家人口众
多，才从最初的一家两家，慢慢扩展
到一条胡同，一条街，一个大院。

在层层的院落里，张兴同清楚
地记得哪些房间属于哪些人，甚至
哪个位置有什么样的树木……虽然
后期房屋越来越旧，但那浓浓的生
活气息依然萦绕在他的脑海里。

时光荏苒，等待老屋的却是繁
华不再，那些当年的热闹场景都被
老屋的后人“打包”带去了城市，留
下的是一片萧索和几许落寞身影。

“现在住在大院里的全是老
人。”张秀光说。时至今日，张家
大院仅存四合院36座、142间。其中
24座有村民居住，也已破旧不堪；
1 2座闲置，因长期无人居住和管
理，只剩下颓垣断壁。

年轻人口外流，古建筑老化、
损毁，张家大院一度面临着被遗弃

的命运。在张兴同的记忆里，2020

年之前的南文字村，以穷闻名，这
个319户的丘陵村，曾是省级贫困
村，年轻人纷纷离开家乡前往大城
市。随着年轻人外迁，不仅公共空
间缺失，村里的古宅院也日益荒
废，越来越萧条。

除了留不住年轻人，保护和发
展传统古村落，资金缺口也不小。

“我们找专业人士测算过，如果重
修张家大院，需要数亿元资金。”郭
金刚说，虽然被定为省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文物部门给了很多帮助，
但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所需资金缺
口仍然较大，不少老屋正日渐损毁
甚而坍塌，村民无力自行修缮。

同时，传统技艺日渐衰微，制
约了老屋的修缮。现在在南文字村
及周边，传统的建房技艺已经失
传，“只能专门从曲阜等地请人来
修”。资金、技术等要素紧缺，进

一步制约了古村落的保护发展。

让“旧故里”

焕发“新生机”

长期以来，传统村落的保护与
可持续发展被割裂开来，而在南文
字村，这两项工作变得密不可分、
互为促进。

“我们与相关单位合作，开展
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力求做到‘面
子’修如旧、‘里子’宜人居，希
望通过试点，探索传统古村落如何
做到‘守’住乡愁、‘活’起来谋
发展。”郭金刚说。2019年，省文
物部门出资160万元，在村里的配
合下，将张群浩所住的院落进行了
修缮，同时还整修了13套老屋。

“去年，我们花了七八个月，将
大院里的路全部铺上了石板。”苗山
镇包村干部宋珍文介绍说，资金来
源是国家的户户通政策：国家一平
方米补贴70元，村里再配套30元。
他说，村里没这么多钱，就利用自
身资源，把村里残垣断壁上的石料
拆出来用，另外动员村民捐助。65

岁的村民张奉强，就把自己原先准
备盖房的3车石料捐出来铺了路。

去年一年，他们还种植了30万株
绿植。“我们在选择树种时，考虑到
了张家大院原来的种植习惯，选择
了国槐、流苏等树种。”宋珍文说。

古村落保护，缺少资金是普遍
性难题，将保护和发展有机结合，是
破解难题的一把钥匙。张兴同告诉
记者，南文字村村西有石峡，风景优
美，他们计划将张家大院和石峡合
并宣传，将游客引流到张家大院来。

“现在，专门来探访张家大院
的自驾游游客越来越多。”宋珍文
说，在此带动下，村里开起了超
市，饭店也发展到了3家。51岁的刘
桂兰和丈夫张新在2 0 1 5年一起回
村，开起了原山张氏私房菜馆。作
为张氏后人，他们把独具特色的张
氏私房菜——— 张氏脱骨扒鸡端上了
游客的餐桌。

调动投资热情，加大投入力
度，苗山镇一直在努力。他们主动
外出接洽，希望能找到外来资本，
帮助南文字村焕发出新的生机。
“来看的老板不少，只是许多人担
心回报太慢、太低，不太愿意来投
资。”郭金刚说。

“如何处理保护与发展之间的
关系，如何构建村民、政府、社会
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传统村落保护
都是当务之急。”郭金刚表示，南
文字村将在改善村庄环境、提供硬
件保障的基础之上，通过挖掘和利
用现有资源，结合自身历史文化积
淀来带动村落致富，形成农产品生
产加工、休闲旅游等多业态融合发
展新局面。

本报济南4月18日讯 中国共
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
战士，山东省委原书记梁步庭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4月
14日在济南逝世，享年99岁。今
天，梁步庭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济
南殡仪馆举行。

梁步庭同志逝世后，中央有关
领导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梁步庭同
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
属表示慰问。

中共中央组织部，共青团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山东省委、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北
部战区陆军、济南军区善后办、省军

区等以各种形式表达对梁步庭同志
逝世的悼念和对其亲属的慰问。

刘家义、李干杰、付志方、杨
东奇等省领导，中央有关部门和外
省（区、市）领导同志及老同志，
省里的老同志苏毅然、赵志浩、姜
异康、陆懋曾、李春亭、韩寓群、
陈光林等，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
表示哀悼。

梁步庭同志是山东微山人，
1921年11月出生，1938年7月参加革
命工作，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政治处
教育干事，苏鲁豫边区青联宣传科
科长、党委青委委员，湖西地区文
联主任、地委文委副书记，湖西地

区曹芳工委宣传部长，湖西党校负
责人，鱼台县委副书记、书记，湖
西地委青委书记，平原省地青委书
记，平原省青委副书记，华北局青
委副书记。1954年9月起任团中央
办公厅副主任、书记处书记，期间
1962年至1964年带职到湖南省任浏
阳县委书记；1964年5月任国务院
农办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
到冲击，下放劳动；1974年2月在
国防科委二二一厂任联络组组长、
党委第一书记；1977年6月起任青
海省委常委、秘书长，省委书记、
第二书记、第一书记；1982年12月
起任山东省委书记兼省长、省委书
记，1985年8月兼任山东省委党校

校长；1988年12月任山东省顾问委
员会主任。2003年12月离职休养。

梁步庭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
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
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十三次、十四
次、十五次、十六次、十七次、十
八次、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
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梁步庭同志坚守初心使命，始
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奋
斗精神。他政治敏锐性强、觉悟
高，坚持原则、顾大局、讲团结，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严以律
己、高风亮节，充分体现了一名党
员领导干部的优秀品质。梁步庭同
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
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
生，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不息的一
生。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高
尚品德和优良作风，为新时代现代
化强省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山东省委原书记

梁步庭同志逝世

积淀数百年的文化氤氲在大街小巷，传统古村落如何实现古韵保护和升级发展的统一———

且看南文字村的“记忆”与“乡愁”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通讯员 陈浩 王新宇

重新修缮的东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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