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
宁
书
院
文
化
游
，黄
河
风
貌
观
光
游
，舞
龙
、柳
编
民
俗
游
，果
蔬
采
摘
休
闲
游

3新济阳
XIN JIYANG

责编：焦其旺 于 冰 美编：刘 娟

新闻热线 (0531)84232038 E-mail:jizhe666888@126.com

崔寨专版

2018年1月22日

清宁书院文化旅游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宏伟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农民是关键，而农村文化
的振兴、结合农业旅游的乡村发展之路俨然成为
精准扶贫的“金钥匙”。近年来，清宁村这个默默
无闻的小村落正在稳步推进她的文化振兴之路，
尤其是清宁书院的建设和发展更是清宁村文化振
兴之路的必经之路。“乡村+国学”的定位模式在
清宁村乡村旅游发展和国学文化传播方面都具有
明显的推进作用。如何将乡村旅游和国学更好的
结合、如何让游客不虚此行、如何获得清宁村旅游
产业的长久发展、如何将深厚的文化更好的传播

成为清宁村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内容。
与其说清宁书院的创建，倒不如说是重建，这

其中有很大的历史原因。据介绍，清宁书院目前
所处的位置为原清宁寺遗址，清宁寺始建于唐贞观
年间，距今已有1391年，寺名得于《道德经》的“天得
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之句。清宁书院其实在1941
年地方民团杨明章为发展乡村教育时就已经创立，
当时拆除了清宁寺和清宁南庙的泰山行宫，在村西
大湾东岸新建了传播新文化的清宁书院，当时又叫
清宁完小。清宁书院历史上人才辈出：明隆庆皇帝
的老师、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殷士儋、陕西按察司
副使刘宗岱、山西按察司副使张昭等年幼时均在清
宁书院读书启蒙；清初山左大儒张稷若先生也在此
教书多年，培养出康熙朝刑部尚书艾元徵等众多高
徒。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清宁书院从村民的视野
中消失，但清宁村的文化底蕴尚在，文化气息且浓，
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努力，今年终于得以在1975年兴
建的清宁联中闲置房舍基础上重新修整而成，书院
占地面积约21亩。

据了解，清宁书院的重建着重突出两个方面
的内容：一是保留老房舍的原貌，不断在原貌基础
上完善整体布局与内部设施，“修旧如旧”的基础
上保留更多能够唤起人们乡村记忆的元素，并能
够最大限度利用现有资源，从而节约资金投入到
清宁书院乃至整个清宁村旅游事业的发展上；二
是深入了解和研究清宁村自己的文化，在尊重文
化历史的基础上与国学经典融合，挖掘并利用资
源，将文化通俗化，用最简单平实的方式让游客和
农民在游览、阅读、听课、耕作的过程中都能够体
验到乡村文化和国学文化的独特魅力。

清宁书院配有书画展厅、图书室、乡村记忆博
物馆、书画创作室、儒德讲堂、国学讲堂、清宁剧
社、清宁民宿馆、茶社、国粹剧场等场所。置身清
宁书院，周边流水潺潺、藕塘连片，书院大门直通
生态农业园，书院内有数百棵参天大树，绿草铺
地，环境优美，阳光充足，适宜读书修养。清宁书
院每天迎来送往众多游客、书画家、篆刻大师，周
边的村民更是常来常往，这种文化之间的良性互
动，让清宁书院的文化气息日趋浓厚，让整个清宁
村乃至周边村落都呈现出乡村文化复兴的良好趋
势。

著名篆刻大师钟国康将清宁村的文化十分贴
切地称之为“耕读文化”，即“天晴耕田，雨时读书，
农忙耕田，农闲读书”的优良传统文化。

从前期筹划到书院落成，都经历过大大小小
的挫折和麻烦，这所山东省唯一一处村级书院最

终建成，将村办书院的“不可能”变为可能。清宁
书院积极响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学习
传统文化的号召，以传播传统优秀文化尤其是儒
家文化为己任，着力打造济南地区黄河北岸弘扬
国学经典，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益学习场所，
将小小的村落变成国学的传播地，又将农村人学
国学这种看似“不可能”的田园国学之梦变成了现
实。

“国学，听起来似乎与农民这个群体不搭边，
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都是在世世代代平常百
姓平实的生活中流传下来的？国学的大智慧就蕴
含在细微的生活之中。让农民学国学，不是天方
夜谭，而是复兴我们原原本本的乡村文化，文化之
于村子，就像灵魂之于人，文化活了，村子的发展
之路才更会长久。”清宁村书记刘徳港说。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
的关键应该是发展产业经济，旅游业是许多乡村
发展的选择。近几年，清宁村将自己的乡村振兴
之路定位在旅游产业的发展上，一是由于清宁村
的生态和农业环境优良，对于济阳县城、济南市区
等地理位置比较近的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来说具
有很大的反差和吸引力；二是由于清宁村具有深
厚的历史文化、民俗民宿以及特色美食等旅游资
源；三是旅游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保护清宁村
的整体风貌和人文风情，并有效解决劳动就业问
题，减少人才流失。清宁村的田园国学之路是清
宁村发展旅游的一个突破口，是乡村旅游的一种
创新，以此为契机带动清宁村的后续旅游发展。

田园牧歌的乡村生活是许多游客所向往的休
闲形式之一，清宁村以乡愁为依托总体规划布局，
结合自身资源优势开展乡村旅游。

近些年，清宁村以村办企业为平台，以促进农
村就业岗位为动力，以壮大集体经济为目的，千方
百计为百姓增收致富创造条件。尤其是“十八大”
以来，村委积极调整思路，以提升村庄整体竞争力
为出发点，本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提出了“产业园区+文化馆+历史古迹+生
态农业”的整体发展思路。

清宁村于2016年3月成立济南清和园生态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力主打造一家集生态农业开发、
城市休闲旅游、餐饮服务、体能拓展训练、水上乐
园及观光采摘为一体的现代化生态企业，全面借
助“乡愁”吸引八方来客；村里的清宁工业园内现
已落户近二十家中、小型企业，年产值数亿元，利
税几千万，创造了大批就业岗位，为清宁村及周边
村镇安置了大批富余劳动力，带动了周边经济发
展，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济南大有城镇化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不但为驻村企业提
供了一流服务，同时还从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村民
就业的问题，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清宁村乡村旅游发展之初，主要是以生态观
光为主，借助当地原有藕塘、绿植和生态园、企业
等吸引游客，近几年又开始发挥大面积的农田和
老房屋以及传统文化的优势。除了传统的农田观
光以外还提供自耕、采摘等农事项目，并正在筹划
下一步的农田认领旅游区域，为城市游客提供专
属的耕地；在原有房屋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开发书
院、博物馆、民宿等场所，为书画爱好者、摄影爱好
者、国学爱好者以及游客提供更为丰富的旅游服

务和休闲落脚点；深挖历史文化资源，并借
助村民记忆、老物件复原乡村文化，充分利
用油坊、豆腐坊、面粉厂等场所，在重要活
动和节庆节点用展览、演示、表演的形式再
次感受乡村劳动、生活场景，比如当地的打
夯演示就是二三十年前仍常见的劳动形式
的真实再现；充分发挥农贸大集的优势，为
季节性有机农业土特产的销售和推广提供
平台；着力打造大片油菜花海，前期培育工
作已基本完成，明年春天将迎来清宁村首
个花海景观。

清宁村下一阶段整体规划布局的重点
是水系的修复和建设工作。本着立足现有
自然资源，结合社会发展需要，以环境保护
为主导，在市、县、镇三级水利部门的支持
下，开发整治环村水系，将清宁村打造成水
流相通、清水环绕的宜居乡村。与此同时，
逐步开发新的旅游资源，完善标识说明系
统和导游图，制定简洁、实用的观光路线，
进一步发展餐馆、民宿等配套服务，营造好
的休闲氛围，让游客能够舒适、便捷地享受
田园牧歌带来的休闲安适，更好地化解乡
愁。

黄河风貌观光旅游
崔寨街道黄河风貌带，位于青银高速

以南，国道220线以东，黄河大堤两侧，总面
积 1500 亩。该景区依托黄河资源独特优
势，借助13公里的堤防生态绿化带和独特
的滩区资源，经科学规划开发，把人文景观
与充满现代气息的旅游项目融合起来，打
造“黄河九曲十八弯”生态休闲特色旅游景
观。未来还将建设集休闲观光、娱乐健身、
野炊宿营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黄河主题公
园、森林公园和黄河文化园，使其成为省城
居民放松心境、休闲观光的“天然氧吧”和

“后花园”。

舞龙、柳编民俗旅游
崔寨街道前街村紧邻国道220线，地理

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该村文化氛围浓厚，历来就
有舞龙的良好传统习俗，尤其是近年来，该村舞龙
队在街道和村两委的大力扶持下，先后投入资金
20余万元，聘请了多名教练亲临指导，舞龙技艺
和表演形式突飞猛进，表演风格独具特色。该村
舞龙队由红黄两条龙组成，其中，红色巨龙寓意百
姓生活红红火火、吉祥如意；黄色巨龙寓意百姓事
业飞黄腾达、步步高升。每条龙都由9人舞动，分
男女两组，男为龙，女为凤，寓意龙凤呈祥。该舞
龙队套路动作优美、彪悍，有的似巨龙出海，上下

翻腾；有的似踏浪碧波，温柔若水，给人以优美传
神，身临其境之感。

高潮的舞龙技艺，让前街村舞龙队受到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每年济阳县举办的元宵节
文化汇演中，该村舞龙队多次获得第一名；2004
年在泉城广场举行的舞龙大赛中荣获第二名；
2009 年，在由省委宣传部、第十一届全运会组委
会组织的文化活动比赛中，获得第二名；2010年2
月27日，前街村舞龙艺术团在第七届中国国际园
林花卉博览会组委会举办的“欢庆新春——首届
齐鲁民间艺术展演”活动中荣获金奖；2012年，前
街村舞龙队代表济南市参加了山东省“第七个全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展演活动；蝉联第一
届、第二届济南市迎新春舞龙大赛冠军。

“德兰”柳编由谷庙村党支部书记张德兰创
办。多年来，张德兰充分利用农村丰富的条柳资
源，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创出了草柳二合一式的
白与绿、红与棕等颜色的花篮；皮柳和百柳二合一
式的白与绿色、经条白与榜红色的套二、套三、套
四等式的花篮等100余个品种。“德兰”柳编以其

“生态、环保”理念赢得了市场广大客户的青睐，产
品畅销山东、浙江、上海等地，并出口到美国、日
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家，为群众提供了1000余个
就业岗位，年产值 400 万元，利税 40 万元，成为
济阳县柳编业的龙头。张德兰也先后荣获全国三
八红旗手、全国双学双比女能手，山东省“巾帼星
火创业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果蔬采摘休闲“绿”游
崔寨街道境内果蔬资源丰富，香瓜、西红柿、

芹菜等远近闻名。近年来，通过街道大力发展“支
部+”、“N+扶贫”等富民增收项目，带动了孙大、
解营等村大棚蔬菜、太平村葡萄、东辛村浅水藕、
周孟村果蔬采摘园的快速崛起，助力百姓脱贫致
富的同时，也为辖区旅游增添了一抹靓丽的“绿”
色。

崔寨街道旅游工作负责人介绍说：“来崔寨采
摘果蔬，一年四季都可以来。现在是冬季，虽然天
气寒冷，但周孟村黄河风情园大棚里的草莓、孙大
村大棚里的芹菜、还有东辛村藕塘里的浅水藕都
是老百姓果盘、餐桌上的明星。”

“当今，旅游产业被誉为‘无烟工业’，是最
有生命力的‘朝阳产业’之一。随着携河北跨步
伐的不断加快，崔寨旅游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
崔寨所具有的独特地理、区位、交通、资源等优
势也已充分显现，崔寨也必将成为省城市民走
出钢筋水泥、融入自然的时尚之选，成为黄河以
北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现代旅游园区。”崔寨街
道旅游工作负责人如是说。

（杨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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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旅游报的两位记者

来到崔寨街道采风，街道旅游工作

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几年前，

如果到崔寨来旅游，我们还真有点

说不出口让人家来玩什么、吃什么、

住什么，如今借着携河北跨的东风，

崔寨街道果蔬采摘游、自然观光游、

民俗文化游百花齐放，我们可以大

胆的说，崔寨旅游乘风借势突破发

展就是近在咫尺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