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宅焕新 烟火小院织乡愁
老茶馆里，方桌、板凳错落有

致，茶香升腾；扎染坊中，深浅不一的
蓝色交织出和谐图案，尽显色彩魅
力；手工作坊内蒸汽氤氲，晶莹剔透的粉
皮、香甜松软的大馒头摆满桌子……

在王林坡村民俗生活体验区，一
个个白墙青瓦的农家小院里徐徐铺展
着充满烟火气息的乡村生活图景。这
里青山绿水相依、乡村风光如画，以
民 俗 文 化 为 魂 ， 以 沉 浸 式 体 验 为
乐，为游客呈现热气腾腾的乡村生活
场景。“一路逛一路吃，渴了还能进
茶馆喝壶茶，太惬意了。”既有美食

又能体验，一个个手工作坊让游客刘
女士惊喜连连。她说，这里摊煎饼的
鏊子、院落里的土坯墙、晾面条的小
院子，每一个物件、每一处场景都能
唤起她儿时的记忆，承载着满满的
乡愁。

谁能想到，就在两年前，这个有着
浓浓烟火气的体验街区，还是一片闲
置的老旧房屋。“村里地少人多，不少
村民常年外出务工，宅基地和农房大
量闲置，危房、旧房、空房随处可
见。”一边是资源闲置，一边是发展
受限，王林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王红军锚定打造乡村民俗生活体
验区，决意破局寻找新出路。

王红军带着团队走家串户，通过
出租、入股、合作等形式，秉持修旧
如旧的原则，修复重建闲置农房、老
院落和传统手工作坊，建起占地约
0.87公顷的乡村民俗生活体验区，让
荒草丛生的院落飘起袅袅炊烟。体验
街 区 以 “ 游 村 落 、 品 非 遗 、 享 民
俗、忆乡愁”为主题，再现了泰山脚
下传统农村生产生活场景，能满足市
民 对 传 统 乡 村 生 活 的 向 往 和 体 验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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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坡村升腾浓浓烟火气

修一片村落 慰一缕乡愁
本报记者 杨文洁 刘小东 文 隋翔 图

“新农村，新时代，俺村里变
化真是大；新街区，游客多，日子
过得越来越红火……”春风轻
拂，柳枝摇曳，泰山区邱家店
镇“望山泮水·文旅田园”乡村振
兴示范片区王林坡村的一方小院
内，清脆的竹板声与乡音交织，村
民马常兰正在用质朴的话语讲述家
乡新貌。在这祥和之景中，一泓清
泉蜿蜒而过，王林坡村仿若尘世中
的世外桃源，如 《诗经》 中描绘
的“在水一方”，静谧而美好。近
年来，位于汶水之滨的王林坡村深
挖乡土民俗文化，盘活生态资
源，有效保护利用古村、古景与民
俗，让传统乡村生活重焕生机，打
造出沉浸式体验乡村旅游综合
体。以节庆为媒，这个传统村落奏
响了乡村振兴的激昂乐章。

匠人“落户”传统技艺迸发新活力
在乡村民俗生活体验区内，仿古

建筑静静矗立，茶壶、茶杯、花瓶等
泰山“福香烧”作品有序陈列。阳光
透过雕花窗棂倾洒而下，斑驳的光影
轻柔地勾勒出作品的轮廓，为建筑增
添了几分古韵。

从景区工作室到“落户”王林坡
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泰山“福香烧”代
表性传承人娄伟有自己的“安家经”。

陶瓷烧制历史悠久，娄氏灰烧土
陶传承古老技艺，经几代人钻研，在

落灰与温控上自成一派。“我借手作
陶器展现返璞归真之美。王林坡村民
风淳朴，自然环境优美，历史文化底
蕴深厚，给我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
感。王林坡村的沃土赋予了娄氏土陶
更深的根脉，而陶舍的入驻也将为这
片土地注入新的生机。”娄伟感慨道。

“相互成就”的娄伟和王林坡村结
下 了 不 解 之 缘 。 每 逢 周 末 和 节 假
日，游客可在此揉泥、打靛，传统技艺
化作可触摸的乡愁。娄伟把自己当成王

林坡人，费心操持着自己的“家”，为村
里的发展建设出谋划策。

“乡村民俗生活体验区不应该只
是多个业态的集合，还应整合本土手
工艺资源，搭建‘手艺人家’合作社
群，打造散落匠人联盟，构建乡村手
艺人共生体，探索‘非遗活化+乡村
振兴’融合路径。老手艺在这里不是
标 本 ， 而 是 会 ‘ 呼 吸 ’ 的 ‘ 活 历
史’。”说到未来的发展，娄伟带着无
限憧憬。

乡村蝶变 村民端起文旅饭碗
光影变幻，岁月更迭。以前垃圾

成堆、房屋破旧、人才外流的小乡
村，如今华丽转身，成为省级景区化
村庄。在这里，游客可游览古朴村
落 ， 体 验 特 色 民 俗 ， 品 味 传 统 美
食。今年 78 岁的村民张相桐，见证
了王林坡村的发展变化。

“想不到，真的想不到，六七年
的时间，村里竟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现在没事我就喜欢去村里的玉泉
亭看看景，到民俗生活体验区和大家
唠唠嗑。转一圈下来，一天过得别提
多舒坦了。”张相桐说起村里的变化
满脸笑意。更让村民欣喜的，还有他
们越来越鼓的钱包。

今年清明假期，王林坡村游人如
织，前来寻古访幽、沉浸式体验农耕
生活的游客超万名。曾经面朝黄土背

朝 天 的 村 民 经 过 培 训 后 穿 上 制
服，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我们在民俗生活体验区引入粉
皮坊、馒头坊、茶馆、酒坊等民俗项
目 ， 做 到 ‘ 一 户 一 品 、 各 具 特
色’。同时，我们引导培训村民参与
核心区业态布局与经营，为村民搭建
起乡村创业平台，既让游客沉浸式感
受 乡 村 生 活 ， 又 带 动 村 民 增 收 致
富，实现了乡村‘颜值’到市场‘价
值’的转换。”王红军介绍。

为进一步引客聚流，王林坡村创
新表达形式，构建节庆活动矩阵，深
耕元宵灯会、七夕乞巧等系列传统文
化IP，成功举办“‘七’聚泉乡鹊桥
歌 会 ”“ 相 约 王 林 坡 、 一 起 过 大
年”、山东省大学生文化艺术节等文
化 节 庆 活 动 ， 打 造 夏 季 消 暑 文 化

周、中秋赏月诗词会、正月十五烟花
节等特色主题活动，推出常态化夜间
演 艺 项 目 ， 吸 引 全 年 龄 段 游 客 参
与，走出了一条“以文促旅、以旅彰
文”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将王林坡村
打造成有景、有体验的“乡愁栖息
地”，使其成为众人向往的“在水一
方”的美好家园。

流水潺潺，穿村而过。沿着蜿
蜒 的 水 流 信 步 前 行 ， 微 风 携 来 新
蒸 馒 头 的 香 味 ， 扎 染 坊 里 晾 晒 的
蓝 布 随 风 轻 摆 ， 茶 馆 中 升 腾 的 水
雾弥漫开来……这一切都化作了生
活最本真的模样，呈现出一幅满是
烟 火 气 的 乡 村 生 活 图 景 。 王 林 坡
村，因民俗文化的注入，将无形的乡
愁 化 为 可 触 摸 、 可 感 知 的 人 间 烟
火，空气里弥漫着岁月沉淀的馨香。

王林坡村风貌。

王林坡村的茶馆。

游客体验簪花。

馒头坊刚出锅的大馒头。

村民整理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