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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待老屋 保留古村风貌

具有成百上千年历史的传统
村落，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有形载体。早在2017年，潜山市通
过发起古村落保护和拯救老屋行
动，已累计实施保护修缮项目 151
个。得益于此，老民居得以留存，
传统村落渐次“复活”。

青山环绕，山涧淙淙，白墙灰
瓦，古朴天成。10月17日，记者走进
潜山市龙潭乡万涧村，随处可见清
澈的山涧和古老的民居，浓厚古朴
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万涧村是第五批国家级传统村
落，村落建设始于元末明初，杨氏四
知堂后裔自江西迁入，后又有张、
陈、刘等家族定居，靠山造屋、临水
而居，建设了诸多兼具家族活动与
居住功能的皖西南传统大屋。

白墙灰瓦、四水归堂、檐廊相
连、聚族而居，万涧村具有典型皖西
南大屋特色的古民居多达10多处。
然而随着岁月的变迁，这些传统建
筑也纷纷老去。瓦片掉落，院墙倒
塌，木质的楼板开始腐朽，老屋凋零
衰败，濒临“死亡”。

2017年，安徽省住建厅把潜山
列为传统村落保护试点县，并委托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
称“中规院”）开展保护发展示范工
作，万涧村因古村落保存较为完整
而被选为示范点，村里的古建筑由
此焕发出新的生机。

中规院选派驻村规划师，开展
以3至4年为周期的“陪伴式”服务；
潜山市协调市、乡、村、组等不同层
级形成共建体系，实施传统村落保
护，开展道路升级、河道整治、旱厕
改造、古树挂牌、整修老屋等一系列
乡村建设行动。

如今，万涧村各大建筑基本修
缮完毕。在设计上，依山仿古；在色
彩上，修旧如旧。秉承着“面子修如
旧、里子宜人居”的原则，杨家花屋、
杨家老屋、杨家祠堂、芮家老屋等古
建筑在保留着传统风味的同时，也
承担起新的社会功用。

有着 500 多年历史，占地 3800
平方米，总共有97个结构间的杨家
老屋，在修缮后被布置成民俗博物
馆；杨家祠堂里的百年古戏楼，作为
村民的文化表演展示场所，常年免费
开放；杨家花屋被改造为青年旅舍；
环境清幽的芮家老屋现已用作老年

人活动中心，由村民自主运营，取名
“青栖堂”；位于万涧村的废旧造纸
作坊变成了山区留守儿童图书馆。

为了让更多濒临“死亡”的古
建重新“活”起来，潜山市先后成立
拯救老屋、历史文化资源挖掘整理
传承利用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利
用等领导小组，保护老屋，开展历
史文化资源挖掘整理。每年潜山
市财政预算安排专项资金 1200 万
元，累计实施保护修缮项目151个，
全力保护传统建筑和村落的百年
风采和千年底蕴。

活态传承 守护文化之美

善待老屋，留住的是传统村落
的“根”；传承文化，守住的则是传统
村落的“魂”。潜山市深入挖掘传统
村落蕴含的文化价值，通过整合非
遗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等资
源，发展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红色
研学等多种业态，实现活态传承。

10月 17日，记者来到潜山市五
庙乡程冲村程家老屋，远远就能看
到伫立在田野间的木偶戏人物展
板以及绘在墙上的“弹腔与菩佬
戏”彩色墙绘。

“进来看，我们还有600多平方
米的非遗展陈馆。”五庙乡党委副书
记许绍竹领着记者走进了程家老
屋。非遗展陈馆里，不仅能听到弹
腔的口述历史，还能看到弹腔复排
的 6 部传统大戏（影像）。菩佬戏
（即木偶戏）的唱腔、动作表演、舞台
搭建等也有影像和实物展示。

五庙是戏曲之乡，很多戏曲小
调至今仍在传承发展中，尤其是省
级非遗弹腔和木偶戏，在五庙已分
别延续270多年、150多年。程冲村
许家畈，自清光绪年间就组建有弹
腔班，至今仍在坚守中传承。在传
统村落保护利用中，五庙乡积极挖
掘独具地方特色的非遗戏曲文化，
彰显自身特色，避免“千村一面”。

程冲村是安徽省第四批传统村
落，在对村内有着100余年历史的程
家老屋进行保护修缮时，五庙乡借
助北京大学、北京建筑大学、中规院
等院校智力资源和专业技术力量，
将修缮后的程家老屋打造成“吾土
乡村振兴工作站”，对弹腔、木偶戏
等非遗文化进行全方位展示、保护
和传承，以文化振兴赋能乡村振兴。

“吾土乡村振兴工作站”还建有
餐厅、民宿、茶室、多功能观演区等，

除用作非遗展示、民宿接待外，还将
开展学术研讨，不定期举行“吾土沙
龙”活动，持续邀请不同领域专家学
者参与在地讨论，协助总结潜山经
验，为潜山发展建言献策。

同为安徽省第四批传统村落的
五庙乡红光村，则充分利用境内丰
富的红色资源和传统建筑，发展红
色旅游产业。该村挖掘安庆地区第
一个农村党组织成立于河湾大屋古
民居的红色历史，将建于百年前的
72间、2500平方米传统老屋打造成
红色教育基地，系统展示新四军被
服厂、皖西专员公署、后方医院等一
批革命遗址，每年吸引近2万名党
员干部参观感悟。该村还整合花洲
小学闲置校舍资源，发展乡村旅游
和红色研学，以“恰同学少年”为主
题，将校舍改造成潜山市首家红色
主题民宿，每年直接为村集体增收
18余万元；结合主导产业茶叶和银
杏谷等生态资源，建成红光创意茶
谷和银杏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
卡赏景，红光村还入选安徽省首批
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

“下一步，我们将抢抓大黄山建
设战略机遇，探索打造传统村落
集 中 连 片 保 护 示 范 区 ，做 活 文
旅、茶旅、红旅融合发展文章，将
五庙打造成留得住乡愁的美丽山
村，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助力。”
许绍竹说。

业态提升 擦亮古村名片

古村落的保护、开发、活化，留
住了老百姓的乡愁，也为古村落的
发展按下了“加速键”。潜山市支持

对有条件的古民居、古村落进行多
元化保护利用，乡村产业不断兴起、
业态不断丰富，许多沉寂的古村呈
现出“人来、村活、业兴”之势。

蜿蜒的凤溪河穿村而过，与村
中白墙黛瓦的徽派民居、千年银杏
树、凤溪桥等相映成趣。层林尽染
的秋色里，大山深处的官庄镇官庄
村，成了游人赏秋的打卡地。

官庄村是中国传统村落，历史
悠久、底蕴深厚。官庄历史始于汉
末，地名源于宋代设立的官庄之名，
取意于仕宦之福地。境内的官庄老
街，在明清时期盛极一时，商贾云
集、店铺林立；始建于明正德年间的
德馨庄，到清乾隆年间扩建至明七
暗九硬五进的大宅子，占地8400平
方米，余氏一家五代人130余口共居
于此，五世同居，和睦相处。乾隆听
闻两赐匾额，以彰其德。后来因为
交通闭塞，村庄逐渐萧条，成为一个
没什么名气的古村落。

官庄村的变化，要从 2012 年
说起。2012 年，官庄村成功入选
省级美好乡村示范村。在美丽乡
村建设中，村“两委”注重保持村
落原始风貌，加强传统建筑的修
缮保护，专门成立了古建筑保护
理事会，对现存的德馨庄、余氏宗
祠、留余堂、凤溪桥等近20处古民
居和古建筑进行修缮保护，让古
村换了新貌。

官庄村还成立了旅游发展公
司，围绕传统村落、田园农庄等，探
索发展乡村旅游。村民们发现，自
己生活的这个古村不仅越来越美，
还越来越“潮”了。村庄种上 300
亩桃树变身桃花园，桃花园中还能

坐小火车和凤凰威亚；昔日居住的
德馨庄、留余堂古民居也变身为孝
义文化博物馆和廉洁文化教育基
地；村里还建起了青少年军旅体
验园和民宿，原本静谧的古村逐
渐热闹起来，来研学、参观、团建
的游客络绎不绝。

“一到节假日，来玩的人就特别
多，家家户户都忙不过来。”正忙着
招呼客人的农家乐老板余小兰说，
她原本在潜山城区开饭店，看到村
里旅游发展得红火，便回乡办起了
农家乐，生意比在城里还要好。

这几年乡村旅游火爆，官庄村
鼓励村民腾出自家空置农房发展民
宿，村“两委”专门制定奖补政策，目
前已带动周边20多家农户发展民
宿，每年游客接待量超过 20 万人
次。今年10月 1日以来，就有3.5万
余名游客到官庄村旅游。

2023年，官庄村集体经济收入
达300万元，该村先后荣获“中国美
丽田园”“中国美丽宜居村庄示范
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名村”“中国
特色景观旅游名村”“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等九项国字号殊荣，一跃成为
各地竞相学习的乡村振兴示范村。
这个大山里的古村落，正以其朝气
蓬勃的姿态迈步于新时代乡村共同
富裕的新图景中。

传统村落只有活起来，才能火
起来。今年，潜山市又积极争取到
安徽省传统建筑修缮示范县项目，
获得省级资金补助984万元，主要
用于传统村落内123栋传统建筑修
缮。该市还在谋划实施传统村落集
中连片保护利用工程，让传统村落
薪火相传、代代守护。

潜山：古村落有了新“活法”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潘艺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安徽考察时强调，

加强传统村落、传统建筑保护传承利用，推动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素有“皖国故都、安徽之源”之称的潜山

市，文化底蕴深厚，历史遗存丰富。全市拥有9

个中国传统村落、9个安徽省传统村落和422

处传统建筑。多年来，潜山市锚定“留住乡亲、

护住乡土、记住乡愁”目标，积极与高校科研院

所合作，对传统古村落进行保护修缮和创意开

发，通过固态保护、活态传承、业态提升，走出

了一条保护传统村落、推进旅游发展、带动村

民致富、赋能乡村振兴的“潜山路径”。

本报讯 10月15日，“‘桐’步学习 强国有
我”线下体验主题活动在桐城市黄甲镇三新村

“学习强国”线下空间举行。本次活动吸引了
安庆市直机关党员代表、黄甲镇党员和驻村工
作队代表、三新村党员群众前来参加。

活动中，三新村青年干部代表作“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青年说”理论微宣讲。紧
接着，“‘桐’步学习 强国有我”答题挑战赛拉
开序幕，赛事紧紧围绕“砥砺前行 强国有我”
这一主题，各位选手精神抖擞，他们沉着应战、
认真答题，比脑力、拼手速，充分展示了“学习
达人”的风采。“作为一名驻村队员，接下来我
会再接再厉、努力学习，驻村期间更好地履行
职责、为民服务。”参赛选手赵宇航说道。学习
正当时，奋进新时代。下一步，三新村将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
一步用好“学习强国”平台，以“学习强国”激
发学习力量，形成以学促干的良好氛围。

（通讯员 张文婿 包天宝）

桐城市：

“桐”步学习 以学促干

本报讯 今年以来，望江县凉泉乡成立经
济发展工作专班，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
急、解企业之所困，精准服务企业发展和项
目建设。

凉泉乡工作专班每周进行走访，了解企业
现状，收集企业诉求，实事求是纾困解难，促进
企业经营发展。该乡建立班子成员包保企业
制度，统筹乡经发办、安全办、国土所等部门，
积极对接县级主管部门，全过程协调解决企业
发展过程中的实际困难，保障重点工程、重点
项目建设，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截至目
前，该乡收集企业诉求53件，及时帮助企业解
决用工、运输、用地等问题，并对接融资需求、
协调办公地点，为企业争取稳岗补贴、建设资
金、政府补贴等政策，持续在服务企业上下功
夫、办实事。“下一步，凉泉乡将继续下好经济
发展这盘棋，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助力广大企业
做大做强做久。”该乡有关负责同志说道。

（通讯员 汪伶俐）

凉泉乡：

为企服务办实事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
策，增强社区矫正对象法治观念，10月18日，
宿松县人民法院凉亭法庭、刑事审判庭联合
凉亭司法所对辖区的社区矫正人员集中开
展了一次教育活动。

法院干警以案释法，从多维度全方面解
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矫正对象
们认真记起笔记。干警们还现场发放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和防范非法集资、禁
毒等宣传单页。“相信通过我们适度的监管和
有针对性的矫正措施，充分发挥各方面的力量
来进行矫治教育，能让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
会，帮助其成为守法公民。”凉亭司法所负责人
王宁静说道。“庭所共建”是一种创新的基层社
会治理模式，旨在通过整合司法资源优势，形
成合力，共同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下一步，
凉亭法庭将以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为契
机，继续做深做实“庭所共建”，通过联动机
制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绘就基层社
会治理新“枫”景。 （通讯员 朱旗 汪娟）

宿松县法院：

做深“庭所共建”做实社区矫正

图为潜山市官庄村德馨庄古民居，现已被打造成孝义文化博物馆。 （本文图片均由通讯员洪中正摄）

潜山市万涧村杨家老屋。 潜山市万涧村杨家祠堂古戏楼在修缮后变成了露天剧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