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在整个红叶柿岩景区，姚家
峪村是最早进行开发的一个村。
今年60岁的田学琴是该村村
民，谈起家乡的变化，老人感慨
万千。

“十几年前，我们村是出了
名的贫困村，那时，村里没有路，
每个人只有几分薄梯田，村民月
收入不足百元。”

田学琴回忆说，2009年，姚
家峪村启动开发，虽然整个搬迁
工作长达11年，但最终330户村
民全部住上了两到三居室的楼
房，过上了此前想都不敢想的

“城里人”的生活。
眼下，田学琴在景区里的老

颜神美食街做保洁员，每个月有
2000余元的收入。在告别了以
前天天“坐炕头，站村头，数着人
头看日头”的日子后，充实又富
足的生活，让她感觉日子也有了
奔头。

红叶柿岩景区在开发以前，
原是姚家峪村、和尚房村等村庄
的所在地，村与村之间被大山阻
隔，想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需
要翻山越岭，极不容易。

眼下，串联整个景区最重要
的两大板块——— 原舍清芷主题
民宿和老颜神美食街所在的千
百年来终日不得相见的和尚房
村和姚家峪村，已被一条崭新的
隧道通连，打造成了穿越时空的

“时光隧道”景点。
隧道另一头的和尚房村是

2012年启动护改开发的，这个
仅100余户300多口人的小山村
拥有当地保留最完好的明清古
建筑群，在山东省公布的第二批
历史优秀古建筑中榜上有名。

27岁的孙旭是和尚房村的
原住村民，因景区开发建设，
2018年他和父母用住了20多年
的老房子换了一套145平方米
的新居。如今，退伍回乡的孙
旭，成了景区园务工程部的现场

管理员，每月也有四五千元的
工资。

家门口找到了工作

乡村振兴的重点在于产业
兴旺，这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
前提。作为红叶柿岩景区最重
要的“餐饮单元”，老颜神美食街
的“复活”可谓紧扣这一主题。

“时光隧道”一端的老颜神
美食街被镶嵌在独特的U型山
谷地貌中，街景古香古色、韵味
十足，前来品尝特色博山风味小
吃的游客络绎不绝。

“在这里能品尝到老博山的
那种传统味道，也能让孩子回味
我小时候那种感觉，我觉得很适
合全家人一起过来，一起来品味
我们老博山的传统。”

86岁高龄的冯作华老人是
地道的“老博山”，在谈到护改开
发后老颜神美食街所呈现的一
道道贴着“老味道”标签的特色
小吃时，忍不住赞叹连连。

房利军介绍，老颜神美食街
旨在追寻博山餐饮文化之根源，
既契合博山区全域融合发展的
思路，又能使乡村产业发展内生
动力持续增强。

值得一提的是，自开业运营
以来，供职于老颜神美食街的员
工几乎都是姚家峪、和尚房等附
近村庄的村民，其中返乡的成年
劳动力和返聘的退休老人占比
超过五成。

如果说，老颜神美食街是红
叶柿岩旅游示范片区通过发掘
本土文化内涵，巧用“功能改造”
提升乡村产业质量的一次探索，
那么，原舍清芷主题民宿则是其
依托自身自然优势，利用“多方
合作”提高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
成功范本。

房利军坦言，原舍清芷主题
民宿能拥有眼下的热度是他没
有想到的，“多方合作”模式的成
功，也提升了自己的视野。

在“整体进城安置”的护改
开发方案实施后，“腾空”的和尚
房村变成了网红打卡地——— 原
舍清芷主题民宿，昔日里“土得
掉渣”的古村也因此有了人气。
从昔日清冷败落的古村到眼下
人气爆棚“乡伴红叶柿岩理想
村”，护改开发后的和尚房村先
后吸引了中国乡村振兴的火炬
手和推动者乡伴文旅集团、中国
国家地理、鲁商集团、电视剧《绿
水青山带笑颜》制作团队、厦门
朗乡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文旅财
经咨询媒体新旅界等17家国内
高端文旅大咖加盟，通过品牌集
群重塑传统资源，真正实现了推
动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

博山区域城镇和尚房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孙练深
也深有感触地说：“和尚房村的
情况比较特殊，60岁以上老人
的数量接近百人，在护改开发
前，村里几乎所有的壮劳力都
在外打工，人口流失非常严重。
在变为原舍清芷主题民宿后，
华旅公司不但给村里带来了好
项目，每年还给村集体20万元
办公经费；给女55岁、男60岁以
上的村民每人每月500元生活
补贴，让老人们安享晚年；村里
的年轻人优先到公司就业，每
个月有三四千元的稳定收入，
而这些都是此前的和尚房村想
都不敢想的。”

25岁的返乡大学生李慧敏
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选择
在家门口的原舍清芷主题民宿
做一名小管家，她说：“在过去一
年的时间里，我不仅见证了这处
古村落的蝶变，还亲历了影视剧
《绿水青山带笑颜》拍摄过程，感
觉很幸运，也很自豪。”

当地村民见人说“您好”

如今，行走于红叶柿岩景
区，总会遇到当地村民，他们会
主动与游客打招呼，笑着向远道
而来的客人说一声“您好”。而
只有了解这些村庄过往的人才
能深切体会，在这句“您好”的背
后，究竟蕴含了多少不易。

“比如我们村（姚家峪村），乡村
振兴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村民精
神面貌的改变，生活条件的改变
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当地百姓
所流露出的笑容是真诚而自豪
的，‘您好’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并不是谁教的，而是村民们发自
内心的。”

姚家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张汝新坦言，这看似是一
个小的改变，其实是一个大的改
变，也可以说是乡村振兴带来的
姚家峪村的文化之变。

从姚家峪到和尚房，再到整
个红叶柿岩旅游示范片区，在过
去的十余年间，这片曾经贫瘠的
被红叶覆盖的秀美山林给房利
军带来的最大感受则是民风的
改变。

“乡村振兴所解决的农村问
题，说到底就是老百姓的问题，
而老百姓的问题不仅仅是口袋
的问题，还有脑袋的问题。民风
的改变，也改变了村风，只要民
风、村风变好了，想再穷回去都
很难。”房利军坦言，经过十余年
的发展，目前，华旅公司在整个
红吐柿岩片区的总投入已累计
超过了12亿元，虽然目前的经
济收入还不算多，但自己无怨
无悔。

“在没有‘乡村振兴’这个词
的时候，华旅公司便走进了红叶
柿岩，现在回头看，这些年我们
所努力做的也恰好契合乡村振

兴的主题。虽然这一路走得磕
磕绊绊，但相信只要初心不改，
善心不变，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
的梦想。”

如房利军所说，近两年，在
红叶柿岩景区的带动下，整个红
叶柿岩旅游示范片区不仅健全
了产业体系，实现了人才回流，
还通过对本土文化的挖掘和自
然资源的开发实现了文化振兴
和生态振兴，同时，在全国首个
村企联合党委——— 红叶柿岩联
村党委的加持下，更是充分盘活
了乡村沉睡资产、资源、文化、
古迹。

细心的游客还留意到，原
本兴起于城市社区、风靡于城
市公园广场的广场舞，在眼下
的姚家峪村也有一众狂热的追
随者。在景区老颜神美食街入
口的音乐喷泉广场前，每天傍
晚，姚家峪村的广场舞队都会
准时出现，欢快的音乐、矫健的
舞步和村民脸上的笑容，都在
向外界展示乡村振兴带来的幸
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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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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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沟沟成了
网红景区

退回十几年前，对于房利军来说，“乡村振兴”绝对是个新词。而
如今，平时一向少言寡语的房利军，一说起“乡村振兴”就变成了话唠。

在博山区域城镇居民口中，房利军的名字与网红景区红叶柿岩密
不可分，而红叶柿岩给当地带来的变化更是让大家都

耳熟能详。

老颜神美食街游
客络绎不绝。

红叶柿岩景区层
林尽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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