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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淄博市文旅扶贫助力乡村振
兴·聚焦齐长城沿线古村落系
列活动，首站来到淄川区洪山
镇土峪村。作为淄博打造“北
方美丽乡村新生活方式聚落样
板”的项目，首旅景区土峪村一
期高端民宿“咏归川”今天正式
开门纳客。

8月13日上午，在启动仪式
开始前，媒体集中采访了“咏归
川”项目的相关人员——— 项目首
席运营官代婉君，“咏归川”高端
民宿总经理田野，项目主创设计
师蔡旭，土峪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马海英，项目石匠队伍
负责人车宗庭等人。

代婉君说，土峪村是鲁中地
区的代表性村落，它良好的生态
环境、淳朴的风土民情是吸引人
的地方，“咏归川”既是民宿，也
是“乡村会客厅”，它把美好的乡

村生活传递给生活在都市里的
人。蔡旭说，“咏归川”项目总体
上维持了乡村的原始风貌，在很
多细节的设计上能让人感受到
乡村的美。土峪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马海英说，该项目的
落地解决了村里劳动力的就业
问题，村容村貌得到了显著提
升，目前村里还有大量闲置的石
屋，能保障日后的持续开发。车
宗庭说，“咏归川”项目石屋的建
造标准很高，石头缝隙要求严格
控制在1-2厘米之间，石头基本
都是村里原有的旧石头。

上午10点40分左右，随着
与会嘉宾共同按下启动球，“咏
归川”高端民宿正式开门纳客。

“咏归川”是首旅景区在淄
博首期落地的项目，总投资5.2
亿元，目前启动的一期项目共打
造11套精品高端民宿，计划于9
月份开工的二期项目将建设52
套精品民宿，项目将整体改造土

峪村村落文旅业态，打造旅居民
宿新目的地。项目建成后，预计
年可接待旅客12万人次，解决城
乡人员就业150人。该项目旨
在通过民宿开发带动乡村旅游
发展，变“输血扶贫”为“造血扶
贫”，改变乡村面貌，实现乡村
振兴。

土峪村位于淄川区洪山镇
东南部山区，三面环山，海拔
400多米，生态旅游资源丰富。
土峪村2014年被列入山东省首
批省级传统古村落，2015被列
入山东省首批“乡村记忆”工程
文化遗产单位，2016年被列入
省级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
2017年被山东省林业厅授予

“山东省森林村居”，2020年1月
被山东省发改委授予“山东省乡
村振兴示范村”。

土峪村又被称为“石头村”，
目前村里有300多幢保存较好
的石头民居，这些民居依山而

建、错落有致，与当地浓厚的乡
土气息、民俗文化相得益彰，共
同构成了一幅农家田园风情画。

淄博市的淄川区东南部、博
山区南部、沂源县地处山区，这
些区域存在着不少贫困村镇。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淄博市立
足山区自身特点，充分挖掘山区
在生态资源、风土人情、传统文
化等方面的优势，因地制宜做规
划、一村一品招项目，巧妙利用
文旅融合项目助推山区脱贫和
乡村振兴。

8月7日，淄博市乡村振兴
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工作会议
举行，要求积极稳妥推进乡村
振兴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让
农村群众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淄博市委书记江敦涛在会上指
出，要着力提高把握和运用规
律的能力，注重规划引领、典型
引路、分类施策，打造各具特色

的美丽乡村。要着力提高运用
市场化手段的能力，结合数字
农业农村中心城市建设，更加
注重以市场化手段、市场化方
式集聚资源和要素，激发农业
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随着“咏归川”高端民宿正
式营业，淄博市文旅扶贫助力乡
村振兴·聚焦齐长城沿线古村落
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继“咏
归川”之后，位于博山区的古窑
村，也将陆续有高端民宿开业。
在疫情阴霾逐渐散去、旅游业迎
来回暖的背景下，淄博将在文旅
扶贫助力乡村振兴领域掀起一
波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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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归川”项目首席运营官
代婉君：
打造美丽乡村标杆性项目

“土峪村是鲁中地区的代表
性村落，对于创业者来说，它是
人们从事住宿、餐饮的一个点，
它也是一个基站，慢慢会辐射到
别的文旅项目，与其他文旅项目
产生联动。”

疫情引发了代婉君关于生
命质量和未来生活方式的思考，
在35岁生日之际，一直追寻乡村
生活方式的她选择了已结深缘
的土峪村。“民宿其实是过去几
年炒得比较热的一个名词，我们
希望把‘咏归川’定位为‘精品奢
侈酒店’，在‘咏归川’项目构想
之初，首旅景区就决心要将其打
造为北方高端民宿的标杆项
目。”

“咏归川”高端民宿总经理田野：
管家式服务为旅游“打包”

“无论从装修设计、还是运
营服务，‘咏归川’都与普通的民
宿不同。在服务方面，我们可以
说是一对一的精品化定制服务，
游客前来并不是单纯地住一间

客房，得到的是集吃喝玩乐于一
体的‘度假包裹’，‘咏归川’对美
好生活有向往的人打开大门，这
里不止是旅游集散地，更是一个
社区中心。”

“得益于400余年的历史沉
淀，土峪村拥有优美的自然环
境、淳朴的乡土民情、交融的乡
村文化。”

“咏归川”项目主创设计师蔡旭：
让久居城市的人重归乡野

“第一次来土峪村的时候，
觉得这里风土人情非常符合我
们让在城市里的人重归原有居
住地的设计理念。”“咏归川”项
目主创设计师蔡旭回忆道，“当
我们久居城市，可能就会忘却曾
经的村落，以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来改造这些已经快成为废墟的
地方，让人们重新回到与大自然
最接近的地方，重新感受这些事
物的美，这就是我们设计师所要
做的事情。”

蔡旭以乡土建筑见长，同时
也是新一代木质家具代表人，面
对土峪村大量破败甚至废弃的

“石头房”，蔡旭按照自然散落的
建筑形式进行布置，总体维持了

原乡村的完整风貌。他介绍：
“这些原始村落的布局，不像现
在的居民区，希望大家来到土峪
村时，可以好好逛一下，感受一
下这些石墙红瓦承载的历史过
往。”

土峪村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马海英：
让土峪村成为天籁之村

2016年，淄川区洪山镇土峪
村被列为省级美丽乡村建设试
点。一时间，村里民宿火爆，周
末及节假日一房难求，这让土峪
村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马海
英发现了土峪村开发乡村旅游
的潜力。马海英，一个土生土长
的土峪人，多年来，为了对村中
情况时刻了解，马海英始终用脚
丈量这片土地，使土峪村成为行
走出来的天籁之村。

“村里有特色土特产，豆腐、
腐竹、菜煎饼等风味小吃，还有
鞋垫等手工艺品，得充分利用起
来，通过招商引资，解决村里富
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成立合作
社规范化管理，农产品就能推销
出去，增加村集体收入。土峪村
启动‘咏归川’项目以来，充分利

用闲置房屋，村容村貌也得到了
改善。”马海英介绍：“土峪村与
首旅集团合作，成立村落独立发
展的项目公司，土峪村美好生活
方式社区由此诞生，旨在打造山
东乡村振兴样板，带动村落及周
边发展。”

返乡青年代表刘俊瑞：
回归生我养我的地方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土峪
村村民，尽管能力还达不到优秀
标准，毕业之后仍选择回到自己
的家乡。”启动仪式上，返乡青年
刘俊瑞作为代表进行了发言。

“从2014年上大学开始直到
后来工作，我时时刻刻关心着这
个小乡村一点一滴的变化，直到
接触了这个项目。”

“把自己在外面积攒的资
源都带回自己的家乡，把养育
我的小乡村建设得越来越好。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我由
衷感谢‘咏归川’项目及这些专
业的团队。”在项目筹备期间，
我真正学到了非常多的专业知
识，更从每一名专业人员身上
感受到了什么叫认真负责，希
望大家以后常来我们土峪村做

客，我们会敞开大门，欢迎大家
的到来。”

石匠队伍负责人车宗庭：
石匠就是对石头不断打磨

“从去年9月4日开始，我就
一直在做这个项目，作为本地
人，也算是为乡村振兴尽微薄之
力。”8月13日上午，看着自己亲
手垒砌的石墙红瓦以全新面貌
开门迎客，63岁的石匠车宗庭喜
笑颜开，自项目开工以来，车宗
庭带领平均年龄50岁左右的团
队，一门心思投入到“石头房”的
施工中。

“这里所有的石头房子都是
我们团队建的，以前我们建的房
子没有什么标准，为了达到项目
中的建设方要求标准，我们摸索
了一个多月。从对石头的打磨
到对缝隙的填充，石头间的缝隙
有严格标准，缝隙大的地方用碎
石填充，做到严丝合缝。”车宗庭
介绍，“团队30多个人，大家施工
时都非常仔细，就像咱父母养孩
子一样，做不好总觉得心里不舒
坦。现在看着这一幢幢作品，心
里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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