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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项清 本报通讯员 郭成佳 颜琦韬 摄影报道

近年来，微山县两城镇依托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依山傍水地理优
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传承伏羲文化为根基，以传统村居保
护为抓手，以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为发力点，推动全镇社会经济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2023年，两城镇独山村入选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新华社《独山岛“船行水上似穿过一片绿洲”》视频引发国内外
网友大量点赞转发。

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提振文化自信力。两城镇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本地文化资源挖掘、保护、利用工作，深入挖掘伏羲在两城历史典
故。目前，出土的近十具东汉画像石已移交到北京历史博物馆、曲阜
孔庙、微山文化馆收藏展览。为做好文化遗产“硬”保护，文旅办牵
头，组织国土、城建、公安等职能部门开展文物资源普查，严厉打击违
建、偷盗等违法犯罪行为。并多次对伏羲庙进行保存性修复，通过日
常保养、防护加固等措施保持伏羲庙原有古韵，供后人祭祀、研学。
持续提升伏羲文化影响力，举办2023（癸卯）年中国微山（两城）伏羲
文化节。祭拜活动后，举办伏羲中医药文化座谈会暨“人才引进签约
仪式”、“网聚新力量·同舟e+向未来”网络人士联谊交友活动、伏羲文
化美食节等，为伏羲文化节活动增色添彩。

科学制定保护规划，探索村落保护良策。他们联合中国城市发展
研究院，高标准编制《济宁市微山县独山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
科学开展古建筑保护、研究和修复，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对独山
传统民居进行摸底统计分类并建档入册，为民居的保护与修复提供
详实的数据。联合多部门开展民居违建执法检查，严禁个人对独山
民居及附属设施进行破坏。独山村组建3支党员、群众广泛参与的志
愿服务队伍，常态化从事村内文遗日常清洁、保护等工作，形成人人
参与、齐抓共管的格局。他们还积极探索保护利用良策，制定《两城
镇传统民居保护利用试点实施方案》，对入选2023年度山东省传统民
居保护利用试点的独山村卢仕河老宅、周明河老宅两处传统民居进
行修缮。同时，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对村庄卫生死角开展全面清理，
村庄环境实现大变化。

多点发力统筹发展，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以乡情乡愁为纽
带，建立本地人才信息库，鼓励各界人士在传统村落创办项目。制定
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政策，成功引入“微山籍”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
院院长马东风教授，其在独山岛开设的工作室，每年吸引数批次学生
到此开展研学游。充分发挥旅游为民、富民带动作用，按照“深化文
旅融合、提振乡村消费、助力乡村振兴”的总体思路开展节庆活动。
2023年3月，举办“浪漫独山岛 乐在山水间”为主题的独山岛乡村旅
游节，增强了民俗旅游品牌知名度，吸引客流量3万余人次，带动消费
50余万元。为完善独山湾建设，围绕一轴（历史古迹轴）、一带（独山
岛环路）、五片区（亲子拓展区、农艺采摘区、艺术餐厅区、奇石景观
区、夕照水乡区），将自然生态、历史文化、旅游相融合，营造高品质消
费空间，树立城镇品牌，将独山岛打造成文旅度假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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