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寿泉与齐兵营
人文自然完美融合
孕育长寿之地

日前，记者一行人驱
车来到东峪村，到达了位
于村中心平坦地带的村委
会。首先引起记者注意
的，是路边哗哗作响的水
渠。“这是山中泉水，朝坡
上走不远便是长寿泉，两
者一脉相承。”淄博市乡村
振兴服务队淄川二队队员
王连盟边向记者介绍，边
带领记者去看长寿泉。

沿着村委会旁的坡路
往上走50米左右，记者看
到了远近闻名的长寿泉。
泉水自后面的山石内发
源，涌过一条数米长的石
道，最终在路边虎口形状
的泉口出现。在泉口处往
里看，泉水不过几十厘米
深，清澈见底。

“无论旱季还是雨季，
不管暴雨还是干旱，这里
的泉水都是这么深。”一位
扛着农具的老人看到记者
好奇地盯着泉水，便上前
介绍道。“长寿泉神奇啊！
干旱的时候，周围村子的
人都来长寿泉排队打水。
泉水不会干涸，在旁边地
上挖个洞就能取到水。”这
位79岁的老人说。

记者得知，东峪村与
长寿泉相伴相生，长寿泉
里的泉水经过了岩石层的
自然过滤，含有丰富的微
量元素，一汪清泉滋养了
东峪村世世代代的村民。
经过了多方面的努力，东
峪村已经有了完善的自来
水系统，解决了老人们挑
水费力的问题，但依旧有
不少人保留着吃泉水的习
惯。“水甜！而且干净！”在
长寿泉附近的水井旁，一
名中年妇女正在用村里安
装的水泵抽取井水洗菜。

记者来到东峪村旁的
东山上，坐落于此的齐兵
营是东峪村另一个有名的
地标。这附近共发现了十
几处齐兵营遗址，东峪齐
兵营是规模最大、保存最
完整的一处。共计50余间
房的兵营全部由青石筑
成，足够当时的齐国在此
驻兵五六百人。

站在齐兵营旁的山坡
上朝下眺望，东峪村的全
貌尽收眼底。形态各异的
民房将群山之中的窄窄沟
壑充分利用，规模不大的
村落满是烟火气息。清风
徐来，东峪村最为纯朴的
乡村之美也在此刻尽显。

“兵支书”来谋发展
退伍军人反哺家乡
铸就东峪精神

纵使东峪村环境宜
人、底蕴深厚，也难免和许
多乡村一样劳动力流失，
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这
样的窘境，自张纪帅2014
年担任村支书以后，得到
了改变。张纪帅是东峪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兼 村 委 会
主任。

2000年，张纪帅成了
解放军驻港部队仪仗队的
一名军人。退伍后，他开
始从事个体经商，在短短
时间内获得了不错的成
就。2014年，看着家乡东
峪村的发展停滞不前，他
毅然回到村子，立志带领
乡亲们致富。在老龄化颇
为严重的东峪村，80后张
纪帅成为了乡亲们口中年
轻有为的“兵支书”。

6年多来，张纪帅带领
乡亲们，依靠东峪村的地
缘特色，使东峪村成为“山
东省旅游特色村”“第五批
省级传统村落”，他本人也
被评为“淄川区十大杰出
青年”“2018感动淄川年度
人物”，并在2019年被评为

“淄博市优秀退伍军人”。
上任的前5年，张纪帅

就为东峪村协调了旧村改
造款35万、水利项目资金
100余万、扶贫资金200余
万和修路资金200余万。
基础设施改善，传统产业
升级，东峪村完成了脱胎
换骨的变化，村民人均收
入比以前翻了好几倍。

集装箱、冰葡萄
美丽乡村发展特色产业
焕发勃勃生机

“还有几个月，新一季
的冰葡萄就可以供游客们
采摘了。现在已经有不少
冰葡萄还没长成就被早早
预订了。”在东峪村的冰葡
萄采摘种植园，张纪帅领
着记者从整齐的冰葡萄种
植架下走过。

“育种、种植、采摘、成
果，冰葡萄种植的每一个
环节，都为东峪村带来了
经济效益。”张纪帅一边轻
抚着嫩绿的冰葡萄枝芽，
一边向记者介绍。东峪村
对于冰葡萄的种植进行了
充分研究，目前已经积累
了丰富的冰葡萄种植经
验。从培育的优质冰葡萄
种，到独具风格的冰葡萄
采摘，再到冰葡萄成果销

售，都可以为村民带来经
济效益，已经成为了东峪
村的一大特色产业。

旅游、采摘之后，游客
在哪里住宿？东峪村的答
案是：“集装箱”和“公交
车”，也就是东峪村极具特
色的民宿。在距离种植园
不远处，记者看到了数个
颜色各异的“集装箱”被支
立在半山腰上，每个“集装
箱”都由专业民宿团队进
行打造，小小的“集装箱”
就是设施齐全的民宿。风
格独特，设施舒适，望山而
立，游客不仅可以住宿，还
可以俯瞰欣赏东峪村的秀
美风光。东峪村还将两辆

“退役”的公交车改造成了
“房车”，并与两间小屋相
连，形成一个极具特色的

“房车四合院”。张纪帅
说，这一个四合院，可以满
足两三家人共同居住。

驾车从民宿区和采摘
园走过，张纪帅特别介绍了
脚下的水泥路。在2020年
以前，要想去采摘园和民宿
区，走的还是土路，让两者
的推广和发展遇到了一些
阻碍。在淄博市乡村振兴
淄川二队的协调下，一条连
接两者的水泥路在去年建
成，大大激活了“山上经济”
的发展。“2019年服务队来
到驻地后，很快就注意到东
峪村的道路问题。”淄博市
乡村振兴服务队淄川二队
队长刘延强对记者说。据
他介绍，淄川二队为了东峪
村的这条路，争取到了百吨
水泥和各种物资。“引凤，先
筑巢。”刘延强说。

正午未到，记者在东峪
村的游览便结束了。人文、
自然、特色产业和特别的带
头人……不大的东峪给记
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

“兵支书”张纪帅的带领下，
焕然一新的东峪村在长寿
泉旁、齐兵营下，通过一个
个特色产业的创新与发展，
朝着美丽东峪、幸福东峪的
目标一步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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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区西河镇东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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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淄博市淄川区西河镇，有一个名为东峪的小山村。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一路由淄川城区开车驶入，从峰回路转到曲径通幽，那静静卧在群山中的东峪村，初见感觉和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颇为相似。

“东峪”二字，完全取自其自身的地理位置与特征。这个村子处在山壑之中，坐落偏东，故名“东峪”。明朝洪武三年，东峪村先民自直隶冀州迁入此地，并形成了村落。不过，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东峪村所在的地界便十分特殊——— 齐鲁之边界，东峪村也因此沉淀了极为深厚的历史内涵。保存完整的齐兵营，便在一旁的东山上默默守护着东峪村，屹立千年。

东峪村目前在册人口只有380人左右，其中一半是常住人口。东峪村规模不大，但特点十分明显，从远近闻名、滋养一方的长寿泉，到年轻有为、反哺家乡的“兵支书”，“小而美”的东峪村经历了
时间的考验，焕发出勃勃生机。

长寿泉已经成为村中最著名的景点。

长寿泉泉眼中流出的水非常清澈。

村中老人在长寿泉边聊天。

一位老人在村中小路上行走。

东峪村老物件——— 磨盘

张纪帅介绍冰葡萄的种植经验。

像这样横亘在排水沟上的小型石拱桥，村中还有很多。

东峪齐兵营是周围十几座同类建筑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共计50余间房的兵营全部由青石筑成，足够当时的齐国在此驻兵五六百人。

特色公交民宿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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