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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
成。”眼下，在泰山区泰前街道白马石
村，成片的石榴树花开正盛，阳光下火
红的花朵娇艳热烈，泰山脚下这座古村
落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惹眼的美景。

从过去山疙瘩里的乡村，到如今成
为远近闻名的致富村，多年来，白马
石村结合本地资源优势，以“大红
石 榴 ” 做 文 章 ， 发 展 红 石 榴 种
植、采摘、加工、销售产业链，打
造集吃、住、游、玩于一体的休闲
旅游村，将美丽乡村建设与产业发
展、村民增收和民生改善紧密结合
起来，村民过上了红红火火的幸福
生活。

仲 夏 时 节 ， 游 客 行 走 在 观 光 路
上，举目可见蓝天白云，远眺可见青山
耸翠，古朴的村落依山而建，错落有
致。漫山遍野的石榴花迎风怒放，在浓
密的绿叶中燃起了一片火红，犹如饱蘸
朱砂的画笔将一幅丹青美卷渲染上了点
点红色。游客漫步其中，仿佛置身于一
幅流动的画卷之中。

白马石村距离红门仅2公里，村内
有2处历史文化遗址和540 余处摩崖石
刻。白马石村峰峦叠嶂，溪水环流，林
木茂密，花果满谷，山清水秀，自然风
光优美，环境幽雅，民风敦厚，以民俗
文化闻名。

村志记载，白马石村形成于明朝初
年，但这里的历史传说却远远早于明
朝。相传，“五帝之首”的黄帝在泰山
一带与蚩尤交战，起初屡战屡败，几近
全军覆灭，恰逢西王母在泰山王母池修
炼，得知此事后，将百战百胜的“玄女
战法”传授给黄帝。黄帝如获至宝，精
心演练，终于战胜蚩尤。胜利之时，黄
帝的御骑白龙驹对空长嘶，羽化为
石，孑然而立。黄帝由此地开启“大定
四方”之路，而这块巨大的石英石，形
似骏马，雪白透亮，后来在这里形成的
村庄也因此被称为白马石村。

虽然白马石村只是泰山脚下的一个
小山村，但是历史上到泰山游览的帝王
将相、文人墨客多次在此驻足，留下了
一个个传说故事。在白马石村北有一处
神秘的高峰，岩石裸露、松柏矗立，相
传是战国时齐威王率兵扎寨处，故名威
王山。1999 年，白马石村利用威王山
的区位优势和自然条件，在全国范围内
广泛征集当代著名书法家颂扬泰山文化
及自然风光的书法作品，摹刻在威王山
上，形成在国内具有较大规模的摩崖石

刻园。
和很多山村一样，白马石村曾经也

是一个“闺女留不住、媳妇来不了”的
经济落后村，只有一条不足2米的小路
通往村外。家里收获的石榴，村民需要
挑着担子出去卖。多年来，本着“靠山
吃 山 ” 的 理 念 ， 村 里 尝 试 种 植 苹
果、梨、石榴等多种作物，直到 2011
年，白马石村“两委”因地制宜，发挥
本村石榴种植传统优势，大规模扩种石
榴树并优化品种，让村里的荒山荒坡变
成了金山银山。

“我们村素有‘家家红石榴，户户
长寿人’的美誉，石榴种植历史已有
500 多年。”白马石村村委会副主任史
振寅说，村里种植的主要品种有泰山
红、胭脂红、金红、大白甜、秋霜
等，因果实色泽鲜艳，个大皮薄，籽粒
晶莹饱满，清香可口，在清代被列为皇
室贡品。“为实现村民收益最大化，我
们以石榴产业为龙头，完善基础设
施，延长产业链，在石榴盆景、石榴加
工等方面打开新销路，同时着力打造集
吃、住、游、玩于一体的休闲旅游
村，让游客饱眼福、享口福。”史振寅
指 着 山 间 的 石 榴 园 自 豪 地 说 ， 目
前 ， 村 里 中 心 区 种 植 石 榴 树 33 公
顷 、 近 万 株 ， 年 产 石 榴 超 10 万 公
斤。每到石榴成熟时，前来购买石
榴的游客络绎不绝，白马石村的石
榴供不应求。

以“红石榴”为主题，近年来，白
马石村发挥产地资源优势，打造特
色“红石榴”文化。白马石村流转村民
闲置院落，规划设计集民宿、餐饮、清
吧于一体的文化休闲消费带，点亮夜间
经济新坐标；打造“红石榴”文化记
忆馆，聚焦“红石榴”精神，讲述
白马石人的近代奋斗历程；依托实
践站，打造“红石榴学堂”，建设民
族 器 乐 体 验 馆 、 非 遗 文 化 体 验
馆、文字体验馆等场馆，搭建起宣
传泰山文化、讲解传统习俗的平台。

如今，信步走在白马石村中，墙
角、前庭、后院、篱边皆可看见石榴树
的身影，一朵朵艳丽似火的石榴花，照
亮了白马石村的致富路；老街深处的古
朴老宅，咖啡的清香和浓浓的复古风扑
面而来，带来历史与现代的交流和碰
撞……白马石村，这个泰山脚下的小山
村，正在一步步将“村里有美景，村内
有项目，村民有收入”的乡村振兴愿景
变成实景。

一树榴花开 古村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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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石村航拍画面。

盛开的石榴花。

村民为石榴树修枝。

游客在白马石村体验簪
花并拍照留念。

村内以白马为原型的雕像。

威王山摩崖石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