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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入伏的第一天，《文化周末》记者
再次来到位于济宁市泗水县的龙湾湖艺术小
镇。虽然这不是与小镇的初次邂逅，但每一次
的相遇，总会有新的人群，来探访这里的新景观
和新业态。

龙湾湖艺术小镇，是龙湾湖乡村振兴齐鲁
样板省级示范区的主体部分，泗水县乡村文化
振兴的重要阵地，也是济宁市文化“两创”示范
点之一，突出“优秀传统文化引领乡村振兴”主
题，主要包括研学、培训、文创三大板块。

小镇依山傍水，风景旖旎，配套设施齐全，
功能空间与山水湖田交相辉映，特有的地域文
化及丰富的业态空间，让这里成为了中国乡村
旅游创客示范基地、省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
地。

党建引领
聚集人才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圣水峪镇党委书记郑本强接受《文化周末》
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圣水峪镇是泗水县西南部
的一个纯山区农业镇，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
上级扶持下，坚持党建引领，统筹推进‘五大振
兴’，成功创建龙湾湖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
范区，2022年被评为‘全省乡村振兴示范镇’，
为更高层次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

坚持党建引领，才能把牢振兴之舵。圣水
峪镇实施以党建促乡村振兴、村党组织书记“头
雁领航”示范等“十大行动”，推动基层党组织全
面进步，建成13个五星级党支部，南仲都村党
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高
质量完成村“两委”换届，39个村全部实现书记
主任“一肩挑”，其中17人是青年致富带头人，
优化了结构的村级班子，干事创业激情更加高
涨。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过去相当长的时间
里，乡村人才外流、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素质偏
低等问题困扰着乡村发展。培养造就一支有文
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乡村人才队伍，激
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展所能、大显身
手，才是加快乡村振兴步伐的出路。

说到“引才”，圣水峪镇在全省率先创新推
出了“乡村振兴合伙人”方案，现已发布招募令3
期，招募合伙人44个，逐步探索出“招募合伙人
孵化小集群带动乡村人才振兴”的新路径，激活
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实施创业项目30多
个，带动就业1000余人。别具一格的“泗郎回
乡”返乡入乡创业工程，也吸纳23名返乡入乡
才子加入合伙人队伍。截至目前，全县已招募
乡村振兴合伙人238人，创办项目92个，直接促
进区域村集体增加收入1500余万元，带动2500
余名村民就业增收25%以上。

圣水峪镇结合清华大学工作实践站等高校
和省派第一书记人才优势，围绕产业发展等开
展调研实践，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智力支撑。
在“育才”方面，利用尼山鹿鸣田园综合体省级
乡村振兴劳务基地和乡镇党校、科技小院等阵
地，整合各类培训资源，盘活甘薯、花生、草莓等

特色产业，培育农村实用人才。加强村两委后
备人才培养，储备村级后备人才254名，培育乡
村“好青年”82名，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
能。

在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泗水站，记者
见到了清华大学济宁乡村振兴工作站站长、清
华大学社科学院博士沈圳。他向《文化周末》记
者介绍，他从博一来到泗水，在这里已经4年
了，现在每个月都会来泗水工作。

沈圳表示，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真刀
真枪”助力乡村发展，融合村庄原貌与现代建筑
特色，形成具有地标性的多功能空间。工作站
为乡村提供环境整治、村容提升、排污改造等多
方面专业服务，还以墙绘、雕塑、文创等形式打
造“美丽乡村+周边”服务，提升乡村人居环境，
丰富多元业态，改善村容村貌与村民的精神风
貌。

挖掘当地特色和传统遗存，最大限度发挥
地方优势，策划推广特色农业，传承特色民间技
艺，创新乡村特色文化。引领青年学子持续服
务、深度参与乡村振兴，发扬钉钉子精神，以建
设实体站点为媒介，深度链接校园和田园。

依托常态化专家指导和多层次、多样性培
养资源，为校地青年人才培养提供支撑。以乡
村振兴专项硕士培养计划、乡村振兴实证研究
兴趣小组、学术微沙龙等方式，推进研究与实践
相结合，知行合一，为乡村发展提供高校智慧。

在服务青年学子发展的同时，助力乡村实
践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探索。以站点作为根据
地，一批批学生、老师、校友在此举办普法讲座，
宣讲党建知识，组织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
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注入新鲜活
力，工作站逐步承担起“行走在乡间的思政课
堂”“新时代的讲习所”等角色。

令人流连
地域文化融合新鲜业态

龙湾湖艺术小镇何以令人流连忘返，这里
丰富的新鲜业态，踏访者的接踵而来给出了亮
丽的答案。

龙湾书房作为研学基地的前台服务空间，
主要为游客提供读书、休闲、文化交流等各项服
务。书房内的图书采取公益众筹的运营方式，
所有的藏书均由书友和社会捐赠，目前藏书
5000余册，定期进行更新。作为乡间农村书
屋，免费向村民和游客开放。

不远处的龙湾湖，水域面积7500亩，群山
环绕，碧波荡漾。清晨与黄昏彩霞散金，红光翻
浪，偶有一行或几只水鸟腾空飞起，勾勒出一幅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绝美画
卷，被誉为“泗水十景”之一。

鲁班记忆木工坊，是济宁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马明文先生的工作室，也是集木工文
化展示、工具榫卯部件制作、手工体验为一体的
文创中心。在这里可以动手体验非遗项目传统
榫卯结构，组装鲁班锁。鲁班锁，又名孔明锁、
八卦锁，相传鲁班为了测试儿子，用了6根木条
制做了可拼可拆的玩具。可惜儿子拆了很长时
间，都没有将其拆开，但鲁班锁却一直流传至
今，成为当前热门的益智类玩具。每到节假日，
许多家长会带着孩子来到这里，通过木工课程
不断提高孩子们的专注力、创造能力和动手能
力。“少时木作、成而匠心”，鲁班记忆工坊既弘
扬了传统文化，又打造了全新的旅游业态。在
此前记者参加的观摩活动中，现场的人们也都
对鲁班锁的组装表现了浓厚兴趣。

相邻的云贵扎染工坊，也呈现着一场传统
技艺的盛宴。扎染主要有扎、蜡、纹、染4种工
艺，在我国约有1500年的历史。作为乡村振兴
合伙人，青岛大学美术学院优秀毕业生吴茂林，

在此设立“多彩非遗构筑美丽乡村”创客项目，
开展染料种植基地试点，开发扎染、蜡染课程，
研发非遗文创产品，打造集“非遗文创研发、非
遗研学教育、助力三农”三位一体乡村振兴建设
新模式。在这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对游客
进行指导，体验扎染这一古老手工艺的制作过
程。

有着浓厚地域文化特色的陶朱工坊，同样
令人大开眼界。据介绍，泗水柘沟制陶业，可追
溯至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大舜“陶于泗
滨”之说便由此而来。其中用柘沟陶土烧制的

“鲁柘砚”，被誉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陶朱
工坊内，有拉坯机、电窑等各种工具和设备，用
于传统泥陶的展示和体验，游客能够全方位了
解制陶工艺流程，制作出自己想要的物品，也可
以和专业人员讨论陶艺心得，了解中国制陶业
的悠久历史和精美工艺。

圣水峪镇的泉水泡制的桑叶茶，甘甜可口，
具有降低血糖、减肥清脂、延缓衰老的功效，是
前来游玩的游客十分乐购的“明星产品”。不仅
水和茶这样独到，郑本强告诉记者，圣水峪镇的
土壤富硒，种出来的草莓奶香味十足，同样备受
游客欢迎。

龙湾湖文创街的北部，是泗水县重点打造
的济宁市首个集研学、创作、展示、体验为一体
的“山东手造·济宁好礼”展示展销中心，以及每
周末定期组织的“手造”大集，也是全县乃至全
市众多文创艺术产品的展销之地。以砭石、柘
陶等泗水县优势主导手造产业为基础，将“山东
手造”和“非遗产品”融入创意工坊，塑造有历史
记忆、文化脉络、地域符号的文化街区，以此带
动龙湾湖文创街文化品位的提升，实现街区的
可持续发展。

“虎咬瓜”文创店，是艺术粮仓文创公司精
心设计打造的。“食肉之虎，却来咬瓜”，意喻泗
水地瓜之香美无与伦比。这是开在乡村的第一
家地瓜主题店，也是乡村振兴路上的地域性特
色品牌文创，从包装升级到堂食出品，“虎咬瓜”
将泗水地瓜这一国家地理标志性的地方美食，
致力于专业化、文创化、品牌化打造。生熟、糕
点、零食等产品应有尽有，并通过品牌加盟的方
式推广传播，让天下人尽享这人间美味。

文创街还有川上咖啡、阅湖茶舍，闲暇时
分，品一杯香茗，尝一口咖啡，惬意舒适，安静恬
淡；砭乡砭石小院、文创小院、“山东手造”玻璃
房等特色单元，也让人们眼前一亮。

泗水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列入曲阜文化建设示范
区核心区的重大机遇，全面推进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亮点频现。

示范带动
“两创”提升乡村振兴新境界

泗水县高起点定位、高标准建设，全力打造
文化“两创”示范点。重点依托尼山片区和龙湾
湖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将泗水独有的尼山圣源
书院、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始源地、乡村儒学讲堂
发起地等元素与节点融入示范点创建。

圣水峪镇东野村是全国乡村儒学讲堂发起
地，通过常态化开展乡村儒学讲堂，让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村民生活，将孝、诚、仁、爱等儒家思想
与社会实践、乡村治理相融合。龙湾湖艺术小
镇以“优秀传统文化引领乡村振兴”为主题，打
造了“山东手造·济宁好礼”展示展销中心、“手
造”创意玻璃房、“非遗”产品摊位、研学工坊四
位一体的“山东手造”大集，圆满完成第八届尼
山世界文明论坛接待服务保障和驻华使节齐鲁
文化行、中外青年学生参访龙湾湖艺术小镇等
工作任务，获得省市和到访驻华使节、中外青年
学生等高度认可。

“大众儒学”的普及，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点亮星星之火。作为全国“乡村儒学讲堂”发起
地，泗水县接续实施“乡村儒学讲堂”提升工程，
推进讲堂标准化建设，实行讲师持证上岗、审批
备案、巡听、互评等制度。2013年以来，全县共
建设标准化乡村儒学讲堂 302处，累计开课
6000余场，受众达35万余人次。与此同时，常
态化开展圣源国学公益大讲堂、广场儒学讲堂、
圣源讲堂，截至目前已举办470余期，培育了独
具泗水特色的文化传播教化载体。

擦亮“洙泗传承”品牌，提升优秀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知名度。打造“柘沟民间制陶技艺”

“砭石深加工”等“山东手造”品牌，2家企业入选
“山东手造优选100”名单，入选企业数量位居济
宁市第一。

泗水县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心主任乔
惠，在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泗水站向《文
化周末》记者介绍，“在推进文旅融合、文化产业
发展方面，泗水县全力推进县文化中心、等闲谷
艺术粮仓、尼山鹿鸣、泉林泉群、凤仙山开发等
文旅项目建设。做好文化企业培育纳统工作，
2022年新增规模以上文化企业7家，列全市第2
位。”

实施“山东手造”推进工程，出台《“山东手
造·泉乡好礼”推进工程实施方案》，打造“柘沟
民间制陶技艺”“砭石深加工”等“山东手造”品
牌。“尼山鹿鸣”、虎咬瓜名产荣获“泰山设计杯”
山东手造创新设计大赛金奖和银奖。

培育旅游民宿集聚区新业态，等闲谷旅游
民宿成功创建为首批山东省旅游民宿集聚区，
同时作为全市唯一被评为2022年山东省旅游
民宿“十佳建筑设计民宿”。持续打造研学旅游
目的地，“乡约泉源胜地·体验多彩非遗”研学线
路荣获省研学旅行创新线路设计大赛一等奖。

深入开展文化惠民活动，2022年举办“春
回泗河岸·奋进新征程”泗水春晚、网络春晚、庆
七一文艺演出、红色经典戏曲展演及广场舞大
赛等100余场大型文化活动。

顺利承办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助力乡村振
兴研讨会，国家文旅部、省文旅厅领导及国内旅
游界重要专家学者参加活动，泗水文旅助力乡
村振兴的创新经验获得充分肯定。

在历史文化资源研究阐发方面，泗水县委、
县政府以加快建设“文明摇篮·圣源泗水”为目
标，稳步推进“五大品牌体系”建设，在当地历史
文化资源挖掘阐述工作方面，重点实施“泗水故
事”挖掘阐述项目和泗水历史文化题材文艺创
作项目，打造“泗水故事”品牌。

首先，以泗水县知名历史人物为线索，开展
历史文化资源挖掘保护工作。知名作家柏祥伟
以虚拟的“我”为孔子三千名弟子之一人，采用
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采用倒叙、间接叙述、他
人叙述等叙事手法，在保证历史事件和历史背
景真实的前提下，以生动形象的故事情节，讲述
仲子路从乡村野人成长为先贤圣人的传奇人
生，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仲子路》，填补了完整
呈现仲子路形象的文学书籍的空白。

泗水历史文化题材小说《仲子路》入选中宣
部、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作品选题，长篇
纪实文学《孔府民间档案》获得山东省第十三届
精神文明建设精品文艺工程奖，入选全国农民
书屋重点书目。泗水县投资30余万元，创作拍
摄了微电影《仲子》，以电影的形式再现了仲子
路的德高品正及其笃行实践的一生。

2018年以来，泗水县启动了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泗水仲庙的修缮保护工作，以仲庙为
中心建设了仲子文化广场，以青砖浮雕、石雕等
艺术表现形式，再现了仲子负米孝亲、治蒲三
善、结缨遇难等人物事迹，体现了向圣贤仲子致
敬，向儒家文化学习、向济河借景、向大地感恩、
向内心回归的初心情怀。

为继续充实、汇总历史人物仲子的历史资
料，今年以来，泗水县组织专业人员着手编辑整
理《仲子文化研究丛书》，力图完整再现仲子相
关历史文化资源。另外，泗水县还以历史人物
卞庄子、始祖文化遗迹为题材，创作拍摄了微电
影《卞庄子》《伏羲》等；以泗水当地的历史文化
线索为题材，拍摄了《洙泗寻踪》系列纪录片及
《文明摇篮》《圣源泗水》及《圣源泗水儒韵民风》
《大辫子甩三甩》《乡村儒学》《鲁柘砚》《土陶》
《砭石》《核雕》《泗水微公益》《温暖的小屋》等10
余部主题微视频。

作家柏祥伟以泗水县微公益协会、乡村儒
学讲堂工作为题材，创作的小说《亲爱的小孩》、
报告文学《归来》，先后在《人民文学》头题发表。

龙湾湖艺术小镇山水相依、水系相连，山水
林田湖业态丰富，地势高低错落有致，自然禀赋
独特，生态环境优美。借助天然优势，龙湾湖艺
术小镇打造康养休闲度假、特色民宿、亲子研学
等业态，让小镇迸发出了文化“两创”大活力。

龙湾湖，看山望水忆乡愁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本报通讯员 鹿兵 杜正义

美国斯坦福大学东
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刘
莉、考古专业博士王佳
静，在对汶上县东贾柏
遗址出土的北辛文化两
件小口双耳罐和两件石
磨棒进行残留物分析后
得出结论，黄河下游地
区酿酒传统至少可以
追溯到北辛文化时期。

东贾柏遗址位于
济宁市汶上县东南约
2.5公里处，为一凸起台
地，北侧曾有河流，遗
址现存面积约4万平方
米。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
队，于 1989 年至 1990
年在此发掘，清理出北
辛文化中期（距今约
6600—6300 年）的灰
坑、墓葬等遗迹。两件
双耳陶罐和两件残磨
棒，皆出土于该遗址的
两个灰坑。其中大罐
口近直，短颈，长圆腹，
平底；双耳翘起附于肩
部，各有一穿孔；口径
6.4厘米，底径9.6厘米、
高20厘米。这两件双
耳罐是北辛文化的代
表性器物，最早出现在
北辛文化中期。

古代酿酒器的一
个显著特征是小口，其
原因可能是为了便于
封口，以使器内的醪液
处于厌氧状态。因为
在酿酒过程中，只有在
厌氧环境中酵母的新
陈代谢活动，可以将醪
液转化为酒精和二氧
化碳；而在有氧的环境
中，只能生成水和二氧
化碳。因此，这两件陶
壶符合北辛时期酿酒
器具的基本特征。为
进一步证实陶罐是否
接触过酒液，考古专家
对上述4件器物进行了残留物提取和分析，以
确定残留物中是否存在与酿酒过程有特殊关
系的微植物和微生物遗存。

谷物酿酒包括两个过程：第一是糖化，通
过淀粉酶的作用将淀粉转化为糖；第二是发
酵，通过酵母的作用将糖转化为酒精和二氧化
碳。经专家分析，4件器物上都有淀粉粒；其中
大罐和小罐均有酵母细胞膜，两个石磨棒均有
植硅体；且两个陶罐上均有霉菌附着，由此可
证明大罐内装的是经过加热的食物。

在淀粉粒的构成上，专家经过严格的实验
室程序得出淀粉的组合体，提出汶上北辛文化
时期的酿酒原料很可能是以稻米为主，并加入
粟黍、小麦族、栝楼根、百合和橡子类。在淀粉
粒遗存中，稻米的数量比例和出现率最高，其
次为粟黍族、栝楼根、小麦族、橡子和百合。

在陶罐残留物中同时出现具有发酵糊化
特征的稻米和小麦族等淀粉粒，说明古人的确
食用水稻、野生小麦族种子，并用其酿酒。陶
罐上同时出现的发酵淀粉遗存，说明两个陶罐
可以作为酒器的证据。而栝楼根、百合又是传
统的中药材，这些中药材用于酿酒，也属中国
酒文化的首次发现。

专家还发现大罐中不仅有5种富含淀粉的
植物，还有至少两种霉菌，其中包括传统用于
制曲的根霉。罐中的植硅体主要来自植物茎
叶，也与谷物种子无关。这一组合证明大罐是
用来酿造曲酒的用具。

小罐中只有发酵糊化的淀粉粒和酵母细
胞，其中淀粉粒只鉴定出稻米和小麦族，说明
酿酒原料比较单纯；小罐中不见植硅体或霉
菌，因此可以排除曲酒的可能性。

如果既不是谷芽酒，也不是曲酒，那么只
有另外两种糖化方法可能使用：一是蜂蜜酒，
是利用蜂蜜本身的糖分；二是口嚼酒，是利用
人唾液中的酶使淀粉糖化。但蜂蜜和大米发
酵的酒中往往会存在较多花粉孢子，而小罐残
留物中不见花粉孢子。因此，专家推测，小罐
的酿酒方法最有可能是口嚼酒，原料主要是蒸
煮过的稻米以及少量小麦族。

研究表明，汶上北辛文化时期的古人已掌
握了至少两种以上的酿酒方法。一种为曲酒，
利用发霉谷物，并可能加入植物茎叶制曲酿
造，其中根霉可能是曲中的主要发酵剂之一；
另一种可能是口嚼酒，通过咀嚼谷物利用人的
唾液糖化淀粉发酵成酒。这一发现填补了我
国黄河流域酒文化的空白，把中国酒文化的历
史前推了两千年。

■杨建忠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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