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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 于静静

□本报记者 梁玉鹏

　　近日，山东省文
化和旅游厅公布了山
东省文化生态名村名
镇名单，西海岸新区
灵山卫街道玉皇山路
社区榜上有名。
　　据了解，玉皇山
路社区地处小珠山南
麓，由毛家山、月里
涧、河西崖3个自然村
组成。该社区三面环
山，面朝大海，自然
环境优美，生态资源
丰富，非遗项目星罗
棋布。
  近年来，玉皇山
路社区牢固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紧紧围
绕乡村振兴战略，以

“村庄美、产业兴、农
民富、环境优”为目
标，引领社区各项事
业高质量发展。日前，
记者走进玉皇山路社
区毛家山股份经济合
作社，探寻该社区获
评全省文化生态名村
的底气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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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日的毛家山少了一份绿意，
却多了一份闲适。沿着进村路向北
而上，沿街的两排杏树葱茏不再，三
五新发出的枝丫展示着新生姿态。

“今年，我们对村内200余米主干道
两侧的杏树进行了梅花嫁接，进一
步丰富村庄‘四季花园’的内涵。”
毛家山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支部书
记刘瑞亮介绍，过去每到杏子成熟
时节，道旁的杏林免费向游客开
放，供其观赏和品尝。但因游人数
量众多、游客素质不一，摘杏的同
时对杏树造成了一定伤害，并且掉
落的杏子碾压后不好清理，给整洁
的村庄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综合
考量后，村里决定对杏树进行梅花
嫁接，让村庄实现“四季有花”。
　　沿着村内东西主路向西而行，
一条河流顺着山势由北向南而去，
在村南侧汇入月亮湾水库。刘瑞亮
指着河流两侧向记者介绍，村庄围
绕河流地势依次种植了桂花和凌
霄花，打造“凌霄一条谷”景观———
凌霄花开放时，流水和大片凌霄花
相呼应，成为村庄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
　　“村庄有重点、有规划地对村
内进行‘花园村’打造，让村内四季
有花可赏。村民房前屋后保留了樱
桃树、杏树等多种果树，绣球花、月
季花等颜色靓丽的花卉也是村民普
遍种植的鲜花品种。”刘瑞亮表示，
毛家山依山而建，建筑风格自然古
朴，其中许多房屋已历经百年沧桑，
历史底蕴浓厚，近年来，在上级有关
部门的支持下，包括村庄道路硬化、
污水管道铺设、河道景观改造等硬
件设施得到持续完善提升，对于村
庄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带动村民增
收起到了极大助推作用。

　　“老板，买块豆腐。”上午10时，
陆续有一些顾客到村民林学鹏家
购买海水豆腐。很快，桌面上的一
整块大豆腐就只剩下四分之一左
右。记者发现，与市面上常见的豆
腐相比，海水豆腐的颜色要黄一
些，切一块放进嘴里品味，豆腐质
地紧致，唇齿之间满溢豆香。
　　“80后”林学鹏跟着母亲学习
做海水豆腐已有六年时间。“过去，
我们只是逢年过节才做豆腐。近几
年，村里发展旅游，外来游客增多，
知道毛家山海水豆腐的人也越来越
多，大家都想‘尝尝鲜’，我们于是天
天制作并售卖。”林学鹏介绍，“因
为这里靠近海边，制作豆腐的海水
就地取材，选取退潮后岩石水坑内
干净的海水，经过过滤沉淀等步骤
后再用来做豆腐，所以豆腐的口感
很好。”林学鹏告诉记者，他们制作
的豆腐还卖到了市南区和崂山区，
现在百分之九十的顾客都不是本
村人。
　　记者了解到，除了海水豆腐，
在玉皇山路社区，茂腔、剪纸、扎
染、葫芦烙画、手工雕刻等非遗项
目也在这里流布。为进一步让非遗
走进和融入现代生活，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营造非遗利民惠民的
良好氛围，毛家山经常举办非遗宣
传活动。今年5月12日至16日，灵山
卫街道玉皇山路社区毛家山山会
在此举办；6月10日至11日，“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玉皇山路社区毛家山
非遗市集又在此举办。同时，村里
还举办了11期杏运市集，期间，茂
腔、剪纸、糖人等摊位集聚，不同年
龄段的游客参与其中，每日人流量
达3000余人，有效提高了群众保护
与传承非遗的自觉性。

　　在毛家山东侧的齐鲁之间生
活村，聚集了包括扎染、茶艺、手
作、木工、陶瓷、版画等在内的20余
处文化小屋，这些文化小屋都是在
原有民房的基础上进行重新装修
打造而成，在保留传统民居结构特
点的同时，让文创产业扎根乡村。
　　“齐鲁之间是以‘保留传统，延
伸艺术，接引生活’为运营宗旨而打
造的乡村美学集群，我们在这儿开
展了很多活动，像杏运市集、乡村音
乐会、美学交流会等，为游客提供了
一个离城市很近的乡村平台，让大家
不出远门就能感受古朴和美好，保
留心中家乡的味道和乡愁。”齐鲁之
间生活村运营负责人殷增超说。
　　据了解，齐鲁之间生活村综合
文旅项目立足乡村旅游、传统文化
传播及休闲体验定位，于2018年动
工，2019年对外开放。项目涵盖茶空
间、素食文化餐厅、杏运咖啡、乡村
文创研发等业态板块，让游客在旅
行中体验别样生活方式。随着齐鲁
之间·杏运市集的持续开展，齐鲁
之间生活村和毛家山的名气越来
越大，产生的虹吸效应逐渐显现，
越来越多的咖啡馆、文创工作室、
民宿等现代产业扎根百年山村，不
仅增加了乡村人气，还带来了可观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每年可为
村民增收20万元以上，带动周边村
民增收300余万元。
　　如今的玉皇山路社区，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
深挖本土文化内涵，借助文创产业集
聚，探索出以“生态山林观光与乡村
文化体验”为核心的发展理念，打造
了集“游、学、品、宿”为一体的田园
综合体，蹚出了村美、民富、产业兴
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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