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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屋旁的美丽传说

十里崎岖半里平，一峰才送一
峰迎。1月9日，大众日报淄博融媒
体中心记者一行来到了博山区池
上镇上小峰村。

在上小峰村村委委员牛锦梁
的带领下，记者一行在村中发现，
部分老宅院里和其四周都有花岗
岩巨石，房屋根基也都是用花岗岩
砌成的。散落在村中的各式碾盘，
静静地卧在小道旁，似乎在等待着
再次被推动。

造型古朴的文昌阁坐落在上
小峰村较为中间的位置。

“阁子高3.6米，两层脊，下脊
3.1米，墙体长5米，圈门下口宽2.4
米，卵石砌成，青瓦覆顶，拱上有一
神龛，塑有文昌老爷神像，已经被
毁坏。”

牛锦梁告诉记者，1925年，文
昌阁由村民捐款建成，目前建筑主
体保存完好，东西向拱，坐北朝南，
是村民进出村子的出入口。

村中一直流传着志公的传说，
志公庙便位于上小峰村北首。

相传，志公是上小峰人，名叫
牛宝志，幼年被鲁山顶的陀禅寺大
师看中，出家当了和尚。某年春
天，大师让他去开地种庄稼，几天
后大师发现地只开了很小一块，牛
宝志解释说不是他偷懒不干活，而
是只要他一来，就有一位与他年龄

相仿的小孩来跟他玩。大师给他
一个一头穿着针的红线穗，让他等
那小孩再来时，把针偷偷地别在小
孩的衣角上，等小孩走时随时松动
线穗。

第二天，牛宝志就按师父说的
把针别在小孩的衣角上，顺着线找
去，发现小孩是一棵大人参，于是
将之采回上锅蒸煮。师父让宝志
看着锅，自己则下山请人来吃人
参。宝志禁不住想尝尝，结果越尝
越香，不一会儿就把人参吃光了。
师父回来一看，生气地把剩汤给狗
喝了，狗立刻变成了一只老虎，牛
宝志便骑上老虎离去了。牛宝志
后来多次为上小峰村降雨，当地百
姓尊称其为“志公老爷”。

山险路陡古树生

“村中盛产板栗，不乏百年板
栗树，我还记得小时候经常和小伙
伴一起爬老树、掏鸟窝。”牛锦梁带
着记者一路向东，寻找村中那棵

“板栗王”。
“因为这棵树一分为二，树形

奇异，像两人连在一起，被大家称
为‘姊妹树’，据说树龄在三百年左
右，像这样古老的树村里还有很
多。”牛锦梁说。

记者一行又来到了村中的茶
溪谷，由于气温还不是很低，谷中
冰瀑规模还不算大，但依然壮观。

在冰瀑之后，就是曾藏有八路军伤
员的“老虎洞”。

这个奇石环绕的村庄，周围山
峦起伏，登山所见，村东的石人顶
有“石汉子，村东南有“石老婆”，两
石遥遥相望，像一对夫妻；村西有

“石孩子”；村东南的将军岭上有
“石猴子”……比较有名的石八盘
在村南2公里处。

据了解，百年前，在通往沂源
的路上有一段险峻的路，此路处在
峡谷中，两边陡壁悬崖，谷底乱石
挡道。虽日久踏出一条道来，但上
下八道弯，挑东西东碰西磕，实难
行走，给过往行人带来诸多不便。
1929年，村中石匠牛文明热心修路
搭桥，决心重修石八盘。他肩挑工
具，遇石凿石，遇沟填沟，把拦路顽
石一块块凿开，并用石头铺设路
面，一级一级逐块铺好。经过几年
坚持，终于修出一条宽1米、长1000
余米的山道。他在悬崖石壁上刻
下了“牛文明万福来朝 重修石八
盘 民国十八年”字样，现在还清
晰可见。

说起险峻山路，牛锦梁跟记者
讲起他们在山中搜寻游客的故事。

2014年2月14日情人节，一对
情侣来到上小峰村山上游玩，不知
不觉天黑了，加上大雪封山，他们
迷失了方向，被困在高山悬崖，不
得不打110求救。

“接到派出所指示，宋作友、牛

思思、王智等10余人带上灯具立即
出发。他们兵分多路，漫山寻找。
因雪深路滑，随时都有滚下山崖的
危险，但他们不怕艰险，终于在一
山坳处找到几乎冻僵的两人，大家
轮流把他们背到村里，又转送回
家。”牛锦梁说。

山村幸福伴着茶香飘来

上小峰村的地理和气候条件
适宜种茶，“鲁山青峰”“鲁山金毫”
茶叶品牌国内驰名。上小峰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牛占月2009
年带领村民成立了博山小峰茶叶
种植专业合作社。现在，上小峰村
绿茶种植面积近400亩，年产优质
茶叶4000斤，产品畅销省内外，实
实在在让村民增收。

2012年4月13日，49岁的刘昌
法来到上小峰村担任“第一书记”。
经充分调研并与村“两委”研究，他
决定立足地处风景旅游区和生态
保护区优势，发展生态型、资源型
产业，大家一致认为开发地下水、
发展农家乐是村里脱贫致富的好
路子。

“近年来，上小峰村以发展旅
游、搞农家乐为主要项目，以鲁山
为依托，以本村的自然山水景色为
基础，大力开发旅游项目，改善交
通、饮食、居住等条件，村民的日子
越过越好。”牛占月告诉记者。

2014年，上小峰村成立旅游开
发公司，陆续将闲置的旧民居改建
成农家乐和50多套高标准民宿，吸
引游客到“鲁山茶乡”居住游玩，推
动采摘旅游、餐饮服务业的发展。

“这50多套民宿常年对外出
租，每套每年能给村民带来1万多
元的收益。”牛占月说。

记者在村中探访时，偶然遇到
有村民在挂灯笼，细聊之下，原来
他是上峰农家院27院农家乐的负
责人徐传伟，正在用灯笼装饰他的
小院。

“我家的农家乐是2014年开
的，每年光靠它收入就有3万元。”
徐传伟说，对于舍不得离开大山的
他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上小峰村还成立了山东上峰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将财政扶贫资
金量化到每个贫困户名下，作为股
金全部投入旅游开发公司，使贫困
户通过分红有了稳定可靠的收入
来源，开创了“以股份制嫁接改造
乡村旅游产业，让贫困农民当股
东”的“绿色”扶贫模式。

目前的上小峰村，已经由一个
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变成了全省生
态文明村、省级旅游特色村、全国
扶贫改革试点典型。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王晓明 王兵 孙良栋

博山区池上镇上小峰村：

奇石环绕 茶叶飘香迎客来
上小峰村立村已有300多年历史，最初村名叫“高峰庄”，因位于鲁山主峰西北侧、山峰陡峭而得名。

1937年《续修博山县志》载“上、中、下三小峰”，因该村位于中、下两小峰之上，故名“上小峰”。

村东山中的“板栗王”
树干已出现断裂。

村村中中大大棚棚里里种种植植的的茶茶树树

村中建了鳞次栉比的茶叶大棚，上小峰村绿茶种植面积有近400亩。

一位老人用石碾加工玉米面。

一户村民门口造型别致的松树显示出这家人不俗
的审美情趣。

村里的几位老人凑在一起晒太阳聊天。

村西山上多年前开采大理石留下的痕迹，将来或许会
被开发成景点。

村中这样的巨石有不少。

位于村中央
的文昌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