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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泗水，处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华村镇南崇义村就是一个
看山有山、看水有水，令人魂牵梦绕的村庄，这里的
一抹“乡愁”文化不知引得多少游客心潮涌。

据《炎黄氏族文化考》载：尧封白马子鲧为崇伯，
鲧在此立崇国。鲧死后崇国废，改称崇邑。至宋代
演化为崇义。现在，崇义又分为大崇义和南崇义。
南崇义村处于泗河与黄沟河交汇处，土地肥沃，人杰
地灵。泗河、黄沟河绕村而过，将南崇义村滋润得富
有灵气。村内石墙、石屋、石碾、石板路，古朴自然，
无声地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的乡村画卷。雪后，南崇
义村更显静谧，房顶上、墙头上、树杈上，犹如披上了
一层白纱。远山，近屋，雪人，一幅自然和谐的风景
画展现于眼前。这些乡村特有的元素和情调，无不
让在城市里久居的游客期许。

正是基于南崇义村这些丰厚的“乡愁”文化元
素，华村镇在布局美丽乡村连片建设时，将其纳入重
点节点，按照“人在村中，村在画中”的思路，科学规
划建设河流、道路、广场等基础设施。随着美丽乡村
建设的推进，南崇义村由弱变强，由强变美。美丽不
仅成为南崇义村人愉悦的精神享受，“美丽动能”还
吸引了有“乡愁”情怀的外地人，济宁的游客来了，济
南的游客也来了。这里的美引来了“人气”，这里的

“人气”引回了外出务工的青年人。
在泗水，像崇义村一样依托优良的村庄资源打

造特色村庄的枚不胜举。草莓村、黄金梨村、奶牛
村、民俗村、画家村、地瓜小镇……一个个与乡村旅
游紧密融合的特色村如雨后春笋。游客们“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期许就在这里。

吃水不忘挖井人。南崇义人明白，现在的美好
生活，不仅要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更要靠党的好政
策，南崇义人又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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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后的崇义村

小朋友“露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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