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久失修的建筑焕新了，山川相

隔 的 道 路 打 通 了 ，乡 村 旅 游 热 起 来

了，在外的年轻人也陆续返乡了……

在河北省沙河市，通过传统村落集中

连片保护利用工作，曾经沉寂的深山

古村都披上了新装，焕发出新生机。

修旧如旧

乡村民居有看头

青 石 墙 、鱼 鳞 瓦 顶 ，柴 关 乡 石 门

沟村高家大院的一处院子里，一簇竹

子 生 机 盎 然 。 行 走 在 院 前 的 石 板 路

上 ，用 手 触 摸 白 灰 青 石 的 墙 体 ，抬 头

望向屋檐的那一抹绿，在清幽之中仿

佛能听到历史的回音，感受到岁月的

厚重。

高 家 大 院 始 建 于 清 代 ，属“ 一 进

七 全 院 ”，由 7 个 相 连 的 院 子 组 成 。

“由于建设时间不同，7 个院子的用材

也不尽相同。比如，主院用的是红色

石英石，后来扩建的院落便以青砖为

主 。”沙 河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村 镇

科科长李瑞刚介绍。

在沙河市众多传统村落里，像高

家大院这样的古院有很多。别看如今

完好无缺、古朴依旧，这背后的修复工

作可花费了不少力气。

“年久失修，很多古民居都出现了

坍塌、老化等问题。”李瑞刚介绍，为了

修 复 这 些 古 建 筑 ，自 2013 年 起 ，当 地

政府便依据相关政策陆续争取资金，

通 过 多 轮 普 查 、全 面 摸 清 家 底 ，按 照

“修旧如旧”的原则，引入专业的修缮

团队，对现存村落中的古建筑分门别

类开展集中式修复保护。

让李瑞刚印象最深的便是高家大

院的修复。“由于年久失修，高家大院

的墙体、地面的大量砖瓦被风化和磨

损 ，需 要 进 行 替 换 ，整 体 缺 失 30% —

40%的 青 砖 。”由 于 规 格 限 制 ，市 面 上

很难买到合适的砖瓦。但若是采用现

代烧制技术进行定制，又面临着成本

高 、砖 体 棱 角 分 明 、年 代 感 不 强 等 问

题。如何化解这一难题？经过修缮团

队多次讨论，最终决定到周边县（市、

区）寻访、搜集因拆迁翻盖而闲置的相

近时期的青砖。

“找砖并不容易。”石门沟村党支

部书记高晓峰说，很多村民知道这件

事以后，自己主动四处寻找。为了确

保修复后古宅的安全，寻找来的青砖

都要经过专业人员的抽样检测后才能

使用。历时近 3 个月，高家大院的青砖

墙修复终于完成。

建筑风貌一致，建材大小一致，整

体结构一致……遵循“修旧如旧、最小

干预”原则修缮完成的古民居保留了

原始韵味，留住了村落的“根”。

“修旧如旧并非一成不变，为使传

统建筑得以更好地保存，我们在‘看不

见的地方’融合了很多现代技术。”柴

关乡党委书记王镜宇说。以高家大院

的鱼鳞瓦顶为例，施工时，修缮团队在

内部架构了防水层，在尽量保留原有

建筑结构和风格的前提下，大幅度提

高了建筑的寿命。

新与旧的融合不仅体现在古建筑的

修复中，更融入了村民的日常生活里。

“古村落只有挥别了‘好看不好住’

的尴尬，才能守住乡愁、留住乡亲。”王硇

村党支部书记王天印说，在修缮村落时，

除了坚持文物保护修缮原则，也要充分

植入宜居性功能，改善居住条件。

修旧如旧而不泥古，融入新法而不

违和。铺设石板路、安装古巷路灯，设置

古风村标……步入王硇村，古朴的风貌

融合现代的气息，村民的生活更舒适了，

来往游客的体验感也更好了。

王镜宇表示，传统村落修缮要遵循

固态保护、活态传承、业态提升的原则，

并不是一味追寻“照旧”，将古村落围起

来观赏，而是要将历史的厚重感和现代

的气息相结合，以用促保，让历史文化遗

产在有效利用中成为城市和乡村的特色

标识和公众的时代记忆，让历史文化和

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去年以来，我们还与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研究院进行合作，选聘了 4 名驻乡村

规划师，按照分片区包联方式，确保每村

都有一位规划师全程指导传统村落保护

工作。”李瑞刚说。

“在沙河市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

利用规划设计实践中，我们规划师从进

场调研开始，在王硇村、石门沟村、白庄

村、西沟村等村中居住了 58 天的时间，

跟村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共同商

议如何让自己的家园变得更美好。”北京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孙瑞介

绍，乡村规划的重点是找准村民居住环

境的“真问题”，生活就业的“真诉求”，

实现规划方案的“真落实”。

文化赋能

乡村旅游好势头

太行山脚下的王硇村是一座有丰富

红色资源的村庄。1937 年 10 月至 11 月，

八路军一二九师 385 旅 13 团和一二九师

先遣支队，先后开赴沙河开展抗日活动。

自 2012年起，王硇村深挖红色历史文化资

源，修复了抗日县政府、抗日地下交通站、

抗日高级小学等红色基地，修建了红色文

化展馆、王硇村史馆、红色宣誓广场等红

色阵地，与当地古石楼群相融合，打造了

一张传统村落红色旅游新名片。

如今，到王硇村看古石楼群、重温红

色历史已经成为游客不容错过的游览行

程。“1940 年至 1942 年，抗日高级小学迁

至王硇村。抗日战争期间，村里有 60 余

人参军参战，其中有 14 人为国捐躯……”

在王硇村传统文化展馆，讲解员李立芳

正在为游客讲解这座传奇村落曾发生的

革命故事。

如 果 说 修 复 古 建 筑 是 为 了 留 住

“根”，那么挖掘发扬当地文化便是守住

了传统村落的“魂”。“修复只是前提，传

统村落要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李瑞

刚介绍，目前，沙河市充分挖掘传统村落

的资源优势与文化优势，依托各村的独

特条件，将山水文化、非遗文化、农耕文

化、红色文化与村庄古貌进行融合，带动

乡村旅游提档升级。

夜幕降临，十里亭镇下解村的广场

上，幕布灯光亮起，数个演职人员手提皮

影挑、抵、推、拉、抖、摇……光影之下、动

静之间，传统皮影戏的魅力展现得淋漓

尽致，吸引众人的目光。

在下解村，皮影戏有着 300 多年的传

承和积淀，吸收了山西、河南等地传统戏

剧的精华，是多元融合的典范。2021 年，

“ 沙 河 皮 影 戏 ”入 选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产。

“旅游旺季，皮影戏剧团就在村里搭

台表演；淡季，剧团成员还会应邀去外地

表演，或者走进校园。”下解村党支部书

记任进生说，眼下，为了把皮影戏发扬光

大，村里还对传统戏楼进行了改造，启动

建设了影展览厅、表演厅、皮影创作厅。

2023 年，下解村还引进了年轻的研

发团队，与当地老艺人一起创作设计皮

影戏文创产品。皮影画、皮影扇、皮影摆

件还有皮影道具……各式各样的文创产

品推出后便颇受市场欢迎。

“去年，我们推出的 500 余套

皮影戏文创产品，仅两个月时

间就销售一空。”任进生说，未

来将进一步做好“非遗+”文章，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让传统村落热

闹起来。

依托绿色生态发展休闲农业、挖

掘革命历史发展红色旅游、传承非遗

文化打造艺术村庄……文化的融入让

古 老 村 落 有 了 更 深 刻 的 内 涵 。 2023
年，在传统村落与全域旅游推动下，沙

河市共接待海内外游客 305 万人次，实

现旅游总收入 4.66 亿元。

人才振兴

乡村发展有奔头

“咔哧咔哧……”在王硇村金梭姐

妹土布店里，随着梭子快速穿梭，五彩

的粗布倾泻而出。

“城里来的游客喜欢这种土布，不

少游客还亲自织上一截。我一个人经

营这个店的收入，比两个人出去打工

的收入还强！”原本空有一身手艺无处

用，如今手艺让前几年返乡的王香鱼

在家乡发展中“闪闪发光”。在她的带

动下，村里不少姑娘、媳妇儿也回到家

乡开始织土布。同时，还激发了创造

力，将土布纺织由过去单一的床单向

粗布鞋、粗布服装发展。

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释放

了村落发展的新动能。在沙河市，越

来 越 多 的 年 轻 人 在 家 乡 变 化 的 吸 引

下、政府政策的支持下返回家乡，为村

落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3 年 前 ，32 岁 的 彭 龙 飞 在 沙 河 市

“引凤还巢”政策吸引下回归，让太行

山 脚 下 的 刘 石 岗 镇 大 坪 村 迎 来 了

新生。

“路不通，人气也难聚。要打通道

路，让村里的人动起来，让村外的人都

进来，这样整个村子才有活力。”上任

大坪村党支部书记后，彭龙飞做的第

一件事便是修路。

拓宽进村路、硬化田间路……历

时近两年，3700 米的田间道路硬化了，

2000 米的进村道路更宽阔了，原本冷

清的古居中、梯田里，村民忙碌的身影

越来越多了。

一 边“ 缝 制 嫁 衣 ”，一 边“ 牵 线 搭

桥”。摸清旅游“家底”后，在彭龙飞的

带领下，由大坪村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流转承包村民房屋，与一家旅游公司

达成合作，总投资 3.6 亿元的大坪古村

保护利用旅游项目正式立项。预计项

目落成后，将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增收

年均约 160 万元。

集思广益，共谋发展。“世世代代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村民，是对这片

土地满怀深情的人。保护传统村落中

的文化遗产，离不开村民的参与。”彭

龙飞说，今年以来，大坪村还开展了三

次村民座谈会，百余户村民齐聚文化

长廊，为村子发展出谋划策。

年轻力量的加入，激发了传统生

产 的 新 活 力 ，也 带 来 了 新 事 物 、新 气

象。位于新城镇北掌村的创梦工艺葫

芦车间内，市级非遗传承人崔刚毅正

手把手教授周边村民制作景泰蓝掐丝

珐 琅 工 艺 葫 芦 。 葫 芦 本 不 是 当 地 特

色，可如今却打造出 300 亩的葫芦种植

基地，带动就业超 600 人。

毕业返乡后，如何带动村民致富

成为崔刚毅最关心的问题。几年前登

山时偶然瞥见的小葫芦，让崔刚毅想

起小时候见过的葫芦容器，并萌发了

发 展 葫 芦 产 业 的 想 法 。 经 过 外 出 考

察、学习、实验，崔刚毅不断摸索，带着

周边村民打造了从种植、加工、制作到

创建销售、旅游观光五位一体的产业

链，一起蹚出一条工艺葫芦的致富路，

产品远销海外。

乡村发展，人才是关键。沙河市

副市长郭英军表示，下一步，沙河将通

过建立传统村落人才库，将各类人才

资源整合起来，为传统村落的发展提

供更多的人才支持。

“ 邢 台 市 历 史 文 化 底 蕴 深 厚 ，目

前 全 市 已 有 75 个 村 落 列 入 中 国 传 统

村 落 名 录 ，均 完 成 挂 牌 保 护 ，并 建 立

了 传 统 村 落 信 息 档 案 。”邢 台 市 住 房

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康现芳表示，

接下来，邢台市将持续加大传统村落

保护利用力度，以沙河市传统村落集

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为契机，着力探

索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传承、发展机

制 和 模 式 ，形 成 一 套 可 复 制 、可 推 广

的 先 进 经 验 ，为 传 统 村 落 注 入 活 力 ，

推进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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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传统村落R

■足迹足迹R

从四川省江油市区出发，汽车沿着崎

岖山路爬坡而行，阳光透过山路两侧婆娑

的枝叶洒下，远处群山层峦叠嶂、郁郁葱

葱。行不多时，就来到了戴天山脚下的大

明寺遗址匡山书院。

相传，千年前，李白曾隐居于大匡山，

也就是今天的江油市戴天山。据记载，在

这里，李白“拨云寻古道，倚石听流泉”，涵

养着“大鹏飞兮振八裔”的情怀，形成“笔落

惊风雨”的浪漫主义诗风。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

见鹿，溪午不闻钟。”李白笔下的戴天山风

景如画。如今来到戴天山，仍能寻见诗人

当初所遇的美景。尤其是当花季到来时，

漫山遍野的辛夷花次第绽放，在群山环抱

中 绵 延 数 十 里 。 行 至 半 山 腰 ，见 暮 霭 炊

烟，闻鸡鸣犬吠，游人至此，可听风枕雨，

观 山 览 月 ，不 必 特 意 寻 找 ，便 能 与 美 景

相逢。

如今，大康镇戴天山村村民在山中建

起民宿，开起农家乐，家门口就能吃上旅游

饭。“这儿环境好。我特地从绵阳安州区跑

到这儿来，打算住两个月。”68 岁的张大爷

慕名前来，住下了就舍不得走，还叫上老伙

伴一起来。吴绍红在戴天山经营着一家民

宿：“近些年来戴天山旅游的游客越来越

多。旺季想来我家民宿住，得提前两三个

月订。”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千年已

过，山中风景依然，还添了别样美景。戴天

山村种植辛夷树 6 万多棵，树龄最长的达

400 多年，树干直径最大的有 1.4 米。

近 年 来 ，戴 天 山 村 充 分 发 挥 当 地 生

态 资 源 优 势 ，做 足“花 ”文 章 ，实 现 了“颜

值”变“产值”高效转化，让美丽风景变身

美 丽 经 济 ，带 动 了 更 多 农 民 增 收 致 富 。

如今的戴天山，农业与休闲、旅游、康养、

生 态 、文 化 、养 老 等 产 业 深 度 融 合 ，带 动

强村富民。

“每当戴天山辛夷花盛开的时候，上山

观花的游客数量在 15 万人次左右。”戴天

山村党支部书记吴绍旗介绍，近年来村里

开设民宿、农家乐 6 家，2023 年末，全村实

现农民增收 500 余万元。

图②：辛夷花海是戴天山的重要旅游

资源，每年吸引大量游客上山观花。

宋豪新 贾金尧摄影报道

寻访四川省江油市

戴天山——

做足“花”文章
颜 值 变 产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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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柴关乡王硇村风光。

图 ③ ：在 柴 关 乡 石 门 沟

村 ，街 巷 地 面 全 由 红 石 板 铺

成 ，石 板 街 道 随 地 势 起 伏 ，陡

坡 处 垒 砌 有 石 板 台 阶 。 图 为

村民走过石门沟村的古巷。

图④：刘石岗乡大坪村红

色资源丰富，曾是百团大战的

主战场之一。图为大坪村的传

统民居。

图⑤：游客在柴关乡王硇

村花田中拍照留念。

图①③④⑤为邵玉姿 高

儒森摄影报道

驱车驶入河北邢台沙河市西

部山区，群山叠翠下，错落有致的

梯田、古朴清幽的石头村时隐时

现。沙河市历史悠久，这里有国家

级传统村落 38个。

太行迢迢，古村连绵——去

王硇村看古石楼群，在下解村体

验皮影戏非遗文化……近年来，沙

河市以留住传统村落的“根”与

“魂”为目标，探索“政府牵头、村民

主体、社会参与、保护为本、合理利

用、示范引领、联动发展”的保护利

用模式，通过古建筑修复、旅游线

路建设、文化赋能、人才振兴等措

施，将一个个各具特色的传统村落

串点连线，连片发展。2023年，沙

河市入选国家级传统村落集中连

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市、区）名单。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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