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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对对 杜杜蕾蕾

楼子村位于沂源县鲁村
镇，村子依托深厚丰富的文
化底蕴，得天独厚的自然资
源，利用青石板、古街、古桥、
古树等，修缮仿古民俗客栈、
增铺青石板路、新建古村落
水道和农耕体验园，把古村
落建成“赏花戏水游古街”的
楼子水寨，走出了一条资源
变资产、资产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
步”的新路子，成为乡村振兴
的典范。

一走进楼子村，一条柏油
马路贯穿东西，村口用原生态
石头打造的景观墙上赫然镌
刻着“楼子水寨”四个红色大
字。在墙中间镶嵌着一幅三
角形的石板画，一位农夫赶着
两头老牛扶犁耕作。四周四
块石头上分别写着：赏花、戏
水、农耕体验、研学旅游，向外
展示着这个山东省传统村落

的独特魅力。
从村口由北向南，走在青

石板路，左边一条人工建造的
小溪斗折蛇行，沿着凹型的水
槽一路欢歌而去。紧靠小溪
东面，一道长长的石头建造的
景观墙上镶嵌着一块块弧形
的条石，分别写着“看野花”

“听蝉鸣”“闻草香”“摘星星”
的红色大字，原汁原味的古村
落生态扑面而来。

楼子村依山傍水，交通便
利，村内古村落、古街道、古
桥等古建筑保存完好，加之
毗邻莱芜天山仙人谷景区，
发展乡村旅游具备得天独厚
的优势。2018年，被山东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命名为山
东省第五批传统村落。

近年来，楼子村把土地
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
势，先后多次组织召开党员
会、村民代表会研究讨论，组

织外出学习，最终确定采取
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形式，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村
民增收。村党支部整合利用
各类资源，让资源变资产、资
产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吸引
各方投资共建，积极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紧紧围绕乡村
振兴战略，着力打造全域旅
游项目。

村党支部强化党组织引
领，积极改善人居环境，修建
花池、种植花卉、铺设古街
道，建设了沿街水道、民俗博
物馆、民宿客栈、孔子研学
堂、村史馆、农耕体验园，清
理河道打造儿童戏水区。

依托毗邻莱芜天山仙人
谷旅游景点的区位优势，楼
子村下大气力打造楼子水
寨、油菜花海、李逵忠孝文化
区、楼子乡村民居特色旅游
项目，再结合楼子炒炖山鸡、

楼子大锅全羊、楼子三嫂煎
饼、楼子红芽香椿等地域美
食，楼子村打造了集赏花、戏
水、逛古街、体验农耕和观赏
民俗为一体的综合型景观旅
游特色村落。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最
受欢迎的楼子水寨连片文旅
项目，结合了当地自然及文
化资源，利用村河北至小邢
路间的古村落、青石板、古
街、古桥、古树等，修缮仿古
民俗客栈、体验加工坊、纪念
馆、增铺青石板路、新建古村
落水道，新建农耕体验园、新
建花海，并在村南山坡栽植
连翘、路旁栽植早樱、翠竹等
绿化苗木，将古村落建成“赏
花戏水游古街”的楼子水寨。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贾亮 通讯员 张
琦 郑家菊

赏花戏水游古街

依山傍水的楼子村
山村致富巧走“水”路

出张店，过周村，沿着宽
阔的309国道一路往西南方
向行驶，就到了淄博的“西大
门”——— 周村区王村镇。
2019年，王村镇入选第七批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和其他历史文化名镇一
样，王村镇拥有丰富的历史
资源。这里有逄陵故城遗
址，约280万平方米的遗址
内，已经发现了龙山文化的
红陶鼎足，商周陶罐、鬲和汉
代陶罐、砖瓦等残片；这里是

“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
执教写作的地方，西铺村的
蒲松龄书馆至今让不少名家
学者流连忘返；这里既有国
家级传统村落，也有省级传
统村落和传统民居，行走其
间，满是岁月的痕迹。

“王村镇的几处传统村
落内，均设有展现各自村落
历史风貌、名门望族兴衰的
乡村记忆博物馆，如此大规
模的非国有博物馆群集中成
片，在全省都极为罕见。”周
村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牛小
莉说。

王村还是清朝贡品中国
小米醋的发源地，源于龙山
文化时代，兴于明朝嘉靖年
间。或许就是这股“酸”，让
这里多了一股与众不同的
味道。

王村地处山区，盛产优
质山地小米，加之当地发达
的制陶业和酿酒业，王村黄
酒和王村醋就此孕育。北魏
著名农学家、高阳太守贾思
勰曾经在其农学名著《齐民

要术》中对王村酿酒制醋之
法进行了详尽记述，明嘉靖
年间《淄川县志》曾记载了

“家家有醋缸，人人当醋匠”
的盛况和王村“春分酿酒拌
醋”的习俗。

王村镇兴华路99号有个
王村醋博物馆。这是一座大
约1600平方米的土色醋缸
样式的建筑，也是全省唯一
一家因制醋而建造的小米醋
博物馆，曾因一举斩获9项国
际大奖而蜚声中外。

黄澄澄的墙体，小米般
粗颗粒的土坯墙面，坛子型
门洞……如此别致的建筑
物，以醋的古老历史和坛子、
罐子等古朴的容器给予设计
者最初的设计灵感，能在
2019世界结构大奖赛上获

奖也就不足为奇了。
进入博物馆，在这个由

200吨耐火砖垒砌而成的巨
大粮仓中，阳光透过穹顶照
入室内，在地面投下醋坛子
形状的影子，且坛子阴影形
状可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置
身其中，仿佛在幽幽山谷，回
味绵长。在这个存放着王村
人历史记忆的博物馆中，小
米醋味，仿佛随着日出日落
浮动在博物馆墙体上，那从
未停歇的光影，经久不散。

博物馆有详实可信的历
史资料和实物，将小米醋诞
生以来数千年发展演化的历
史过程以活态的形式展示出
来。在讲解员的解说下，触
目可及的老物件、图片和文
字顿时活了起来，向人们描

述着王村醋源于龙山文化时
代，兴于嘉靖，复兴于当代的
历史进程。

“王村醋传统酿造技艺”
“王村黄酒传统技艺”列入山
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王村醋被列为“十三五”国家
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传统发酵食品地图》的
地标代表；2019年春节期间，
王村醋受邀参加“中华老字
号故宫过大年展”活动，流香
千年的王村醋香飘四方。

这股独有的香味，在传
承历史文脉的同时，也让更
多人留住了乡愁记忆。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王莉莉 通讯员
李国帅

虽然“酸”，但味道与众不同
因醋闻名的王村镇让更多人留住乡愁记忆

楼子村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