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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举人故居书香弥漫

在朝阳县秀美的大青山脚下，坐落着
一个古朴的村落——三道沟村。在这片14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200 名村民过着宁静
的乡村生活。

走在村里石头铺砌的小路上，时光仿
佛回到了遥远的过去。在这个建筑面积
3200 平方米的村落里，传统建筑占了全村
建筑面积的60%左右。

在三道沟村，最引人注目的是保存完
好的清代举人许植椿、秀才许植桐两兄弟
的住宅。该住宅为三进院落，第一进院子
里有3个拴马桩，桩头分别为龙、猴、狮子雕
像。带有晚清时期建筑风格的 7间硬山式
青瓷瓦房古朴雅致，房子是起脊式建筑，房
顶镶嵌着鱼鳞青瓦，瓦脊中央有两对螭吻
相对。屋檐的瓦当和滴水上，都刻有精美
图案，所有瓦当上的蝴蝶图案，栩栩如生。
这座举人宅第如今成了三道沟村文化的标
志性建筑。

如今，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惊喜地发现，
兴建于 1844年的许植椿、许植桐两兄弟居
住的青瓷瓦房仍十分坚固，房檐牌匾等也
亮堂如新。近年来，朝阳县全面开展举人
故居及周围墙壁等修复工作，呈现在人们
面前的举人故居焕然一新。在举人故居
旁，建设了朝阳县图书馆西五家子分馆。
当地的孩子时常来这里读书学习，分馆不
定期开展各种读书活动，小村处处弥漫着
浓浓的书香。

三道沟村是朝阳县传统村落保护利用
的一个缩影。2022年，财政部、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联合发文公布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
护利用示范县（市、区）名单，全国共计 40
个，朝阳县入选且为辽宁省唯一县区。目
前，朝阳县有中国传统村落 7个，省级传统
村落5个。

传统村落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
忆、生活智慧，寄托着中华儿女的乡愁。传
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工作开展
以来，朝阳县坚持“保护为先、利用为基、传
承为本”工作原则，以保护传统村落、助力
乡村振兴为出发点，成立朝阳县传统村落
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领导小组，聘
请国家、省级专家进行指导，全力推进县域
内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和发展，在传统村
落的修缮保护、活化利用、持续发展等方面
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古墙古屋魅力无限

走进北四家子乡唐杖子村八盘沟，村
巷里随处可见石墙围成的院落，里面是石
头砌成的方方正正、古香古色的住宅。八
盘沟保留有完好的古墙、古屋，石头墙、石
头房与村巷构成了古村落特有的“人在屋
中居，巷在院外连”的布局。

坐落在西大栢山脚下的八盘沟共有人
口 260 人，以种植业、果业为主，是享誉省
内外的水蜜桃产区。八盘沟人造梯田久
负盛名，蔚为壮观，村内梯田纵横绵延，始
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历时二十余载建成，
至今有60余年历史。

随着朝阳县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项目的
推进，八盘沟八沟十三岔千亩石梯田保存
利用完好，每年初夏，来北四家子乡唐杖子
村八盘沟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金黄色的
油菜花盛放，道道梯田层次分明，连绵起
伏，古朴壮观，在为当地村民创造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的同时，也成为村落中一道别
有韵味的景观。

朝阳县开展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
用示范工作，使县域内村落农耕文明和现
代文明有机结合，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村
落原生态保护等方面不断改善。朝阳县将
八盘沟旅游观光路线与水蜜桃、西瓜、樱桃
等特色产业相结合，着力打造集休闲、观
光、采摘于一体的近郊游农旅一体化发展
模式，推动特色农业与文旅深度融合，让

“旅游+农业+休闲采摘”成为助力乡村振
兴发展的新引擎。

目前，八盘沟让游客的体验感逐步增
强，传统村落的特色感更加明显。小村栽
植了风景树、维修了路基、新建环村路、修
建护岸坝，铺设青石板路 1.5 万平方米，河
道治理 640 平方米，修复梯田 300 平方米，
新修观景台及上山石板路等已经全部完
工，广场工字砖铺设 7000 平方米，太阳能
路灯安装和垃圾箱设置等工作接近尾声，
石板路铺装、景观台、古井古树保护、景观
凉亭、景区标识标牌及景区观赏摆件等人
居环境改善项目均已完工，美化、亮化工
程全面收尾。

随着景区内相关设施的逐步完善，接
待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八盘沟景区成为朝
阳县对外宣传的一张名片，发展前景十分
广阔，村民自发保护村落的参与度和生活
幸福感指数不断提升。

守住传统村落的根与魂

走进柳城街道西大杖子村石灰窑沟村
民组，村中房舍大多依山势呈单侧排列建
在坡上，一弯小河穿村而过，村路夹在民居
和小河中间，傍坡临沟。

作为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老村落，石
灰窑沟民风淳朴、风光秀丽，古井、古树、老
宅、石墙、土院无处不是过往的痕迹。在一
段时间里，这里人们的生活宛若置身于世
外桃源，耕田、劳作都保持着最原始的状
态。据了解，石灰窑沟村民组以前人口较
多的时期人口超过 250 人，有村民家庭 25
户。几经变迁，目前，石灰窑沟仅剩11户人
家，总计22口人。

为了长久保存传统村落的风貌，朝阳
县通过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工作，守住
传统村落的根与魂，守住人们内心深处的
美丽乡愁。通过规划，朝阳县统一对这些
房屋和墙体进行修缮，铺装石板路，改造
门头及溪流，对古井、古树、古磨进行保
护，还修建凉亭，新建桥梁、文化广场、口
袋公园等项目，现均已完工，村庄绿化正
在进行中。

为了留下并记录古老村落的历史，朝
阳县在石灰窑沟规划建设了传统村落数
字博物馆。数字博物馆充分运用网络、信
息等数字化手段，围绕全县古村落概况、
传统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村
志族谱进行展示，集权威性、知识性、趣味
性、实用性于一体，以传统村落的村落风
貌、传统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展现
朝阳县辉煌灿烂农耕文明的一张名片，推
进形成朝阳县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发展长

效机制。
朝阳县制定了完善传统村落开发保护

利用的长期规划及中短期规划。打破常规
思维，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带动、聚集辐射，
全方位整合石灰窑沟周边包括槐树洞在内
等其他文旅资源，形成统一整体，通过建民
宿、采摘园、观景台，创办“儿童知农学农体
验基地”，让沉寂百年的古村落，不断焕发
新时代的生机与活力。

展现传统村落的新价值

连日来，胜利镇三家村日渐热闹起来，
陆续迎来一批又一批远来的客人，他们拿
着画板，用画笔描绘这里的秀美景色和风
土人情，古老村落里原生态的生产生活出
现在作品里。古老小村生机勃勃，成为集
村庄观光、旅游、写生于一体的文明、和谐
村落。

朝阳县将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融入
全县乡村振兴大环境，活化传统村落，与
宜居乡村建设、农村危房改造、特色乡镇
建设紧密结合，充分挖掘和发挥传统村
落在餐饮、民宿、文化体验、休闲娱乐和
特色购物等方面的优势，创新“传统村
落+农业+文化+旅游”的产业模式，与旅
游产业、现代农业联动发展，使传统村
落 成 为 乡 村 振 兴 和 文化旅游中一道亮
丽的风景。

按照规划，朝阳县加快传统村落水、
电、气、路、消防、通信等基础设施改造升
级，全面推进村庄人居环境整治、路灯亮化
提升、美化绿化等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开展
美丽传统村落庭院创建，提升传统村落的
人居环境，并突出各自特色。

朝阳县积极申请中央财政资金，鼓励
引入社会资金，调动企业、乡贤和各类爱心
人士积极性，搞好传统村落保护、公共设施
建设；建立人才保障机制，采取培训、授予
称号、给予补助等措施加强专业人才队伍
建设，支持专业人才进行传统村落文化遗
产收集、整理、研究、传承等工作。

截至目前，朝阳县已完成引入社会资
本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建设项目 3个。加大
宣传力度，展示传统村落魅力，提高群众对
传统文化资源的认知和了解，增强全民保
护传统村落的自觉性。现已完成录制传统
村落保护宣传片8部。

朝阳县坚持“整体保护、连片发展”的
发展思路，以7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核心抓
手，以 5个省级传统村落为补充，充分挖掘
周边各个板块的资源优势，将县域旅游资
源穿珠成串，通过有序组织，功能重构置
入，形成整体发力，实现传统村落的连片保
护利用与发展，让传统村落在乡村振兴中
呈现独特价值和文化魅力。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日前，记者
在朝阳柳城经济开发区蜂盛新型储能智能
装备制造基地项目现场看到，挖掘机、吊车
紧张施工，装载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满眼是
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该项目计划总
投资 24.6 亿元，建设新型储能智能装备制
造基地，建成后将对加快朝阳清洁能源产
业整体布局、破解储能制约、接长产业链条
等起到重要示范引领作用。

年初以来，朝阳县坚持从实际出发，因
地制宜、统筹分类，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
产业基础以及有利条件，着重打造清洁能
源、有色金属新材料和矿产品加工三大特
色优势产业集群，围绕三大特色优势产业，
朝阳县掀起项目建设新热潮，通过项目储
备提质、项目建设提档、要素保障提能、项

目服务提效，为打好打赢三年行动攻坚之
年攻坚之战蓄势赋能。

今年，朝阳县着力做优清洁能源“一县
一特色”。锚定“风光储”多功能互补一体
化、“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方向，对接能源
行业大央企、大民企，引进更多新能源生产
及配套项目，加快打造“发电、储能蓄能、装
备制造”全产业链。推进朝阳抽水蓄能、中
电集中式储能电站、能建数科压缩空气储
能、蜂盛电池梯次利用等项目开工建设，确
保晶澳新能源产业基地、蜂盛储能装备制
造、昶晟光伏组件等项目建成投产。到年
底，全县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达到 2500兆
瓦，年产值突破 25亿元，全力打造“北方清
洁能源示范县”。

着力做强有色金属新材料“一县一

业”。朝阳县加快引进建设一批前伸、后
延、补强产业链项目，充分发挥华祥、华锆、
百盛、东锆等龙头企业作用，多点发力推动
锆钛等优势产业稳产增产、筑强链条、壮大
规模。推动华祥年产8万吨氧氯化锆、百盛
全流程海绵钛等项目加快建设，汇洋钒氮
合金项目投产运行，完成东锆等企业数字
化改造升级。积极推进钒钛磁铁矿高效开
发利用，确保鑫瑞钛业钒钛资源综合利用
项目开工建设。有色金属新材料力争实现
年产值30亿元。

为深挖矿产资源加工潜能，今年朝阳县
将大力引进有实力、有技术、有资金的大企
业，有序推进非煤矿山资源整合、高效利
用。发挥铁、锰等矿产资源丰富的优势，参
与建设国家矿石储备基地。加快推进企业

技改升级，建设顺和、德利两家“绿色矿山”，
保证矿山企业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确保
铁精粉产销量240万吨，产值突破20亿元。

走出去，请进来，朝阳县紧盯开放合作
抓招商，瞄准京津冀和珠三角、长三角等地
区，大力开展全员招商、产业链招商、以商
招商。重点对接中电磷酸铁锂电池、蜂盛
电池梯次利用等项目。与此同时，持续深
化央地合作，把握央企投资意向，在矿产资
源开发等领域拓展合作。

朝阳县紧盯项目签约落地、开工建设、
投产达产各环节，落实领导包保、专班推动、

“项目管家”机制，全力破解要素制约。目
前，朝阳县全力抓实一季度新开工的15个项
目和22个半年达产项目，确保全年开复工项
目200个以上，动态储备项目300个以上。

朝阳县聚焦特色产业抓投资上项目
重点打造清洁能源、有色金属新材料和矿产品加工三大集群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最是一年好春光，正
是植树好时节。4月 12日，来自朝阳县县直机关的
党员干部来到柳城街道南大营子村参加义务植树，
共同为美丽朝阳县建设增绿添景。此次义务植树占
地150余亩，栽植杨树8400余株。

在南大营子村大凌河沿岸，处处可见热火朝天
的植树场景。大家三五一组、铲土造坑、扶树定根、
培土围堰、提水浇灌，各个环节衔接有序、配合默契，
党员干部热情高涨、干劲十足，一个个树坑挖成，一
棵棵树苗栽下，用实际行动为家乡再添新绿。

朝阳县公安局的一名干警说：“植树造林是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种下的是绿色树苗，也是
朝阳县的美好未来。作为一名年轻干部，我非常荣幸
能够参与今天这次活动。今后，我将立足岗位，争做生
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推动者，倾力扩绿、兴绿、护绿，
多种树、种好树、管好树。”

近年来，朝阳县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持之以
恒开展国土绿化行动。2023 年全县完成造林绿化
11.93万亩、草原生态修复5万亩、沙化荒漠化治理5000
亩，全县林草总面积达323.62万亩，逐步走出一条经济
发展高质量、生态环境高颜值协同并进的绿色之路。

县直机关开展党员干部
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年初以来，朝阳县委
统战部门通过搭建政企沟通平台、银企对接平台和
法企对话平台，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助推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

搭建政企沟通平台，畅通政企沟通路径。完善领
导干部联系服务重点企业制度，充分结合“领导干部进
园区进企业”专项行动，开展大走访、大调研等活动，全
县121名领导先后6轮集中进企业开展“一对一”联系
服务，收集诉求和建议，帮助解决问题100个。

搭建银企对接平台，破解企业融资难题。围绕企
业诉求，筹备并举办银企对接交流会，多家金融机构“一对
一”为企业把脉，量身定做融资业务产品，推动银企之间
信息共享、合作共赢，朝阳明宇化工、朝阳生源伟业等12
家企业与5家金融机构现场签订5300万元贷款意向
书。目前已为辽宁绿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朝阳佳旺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等企业落实金融扶持资金1800万元。

搭建法企对话平台，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建立
和完善与县纪委监委、县委政法委、县法院、县检察
院、县公安局的“五个直通车”制度，强化维权服务，
通过法治服务和第三方评估机制为企业化解难题。
与县司法局合作推进民营企业法治建设工作以及民
法典宣讲；主动对接公检法等部门，实施“法制体检”
专项行动，4家律师事务所与20家企业对接，建立商
会与律师线上通道，帮助企业完成普法宣传、法律体
检、防范化解风险等工作。

建三个平台助推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年初以来，朝阳县深
入实施人才强县战略，持续完善全方位、深层次、多
形式的“校企地”合作机制，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
厚植人才发展沃土，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为社会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

南开大学徐凤波、沈阳农业大学刘文奎等 25
名专家教授，分别到朝阳县北四家子乡、波罗赤镇、
柳城经济开发区等地调研水蜜桃、羊肚菌、多功能压
片机等发展项目，了解人才需求、提供技术支持。发
挥“传帮带”作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校地联络大
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校园宣讲、社交媒体等

“线上+线下”方式，宣介朝阳县人才引进政策，吸引
高校学子关注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结合有色
金属新材料、清洁能源、农产品深加工及文旅产业发
展情况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发展建议 23 条，提供工
业、农业类项目信息10条。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机械
工程学院2023 级学生谢昀衡聚焦文旅产业发展，协
助朝阳县文旅集团成功对接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软件
学院“智慧文旅”项目。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
2023 级硕士研究生耿雪松协助朝阳县与南开大学
成功接洽，计划共建辽宁兰开生态产业研究院。东
北农业大学 2023 级硕士研究生赵彤充分利用自身
学科优势，联系其导师团队就畜牧养殖方面进行合
作交流，计划建立“科技小院”，助力乡村振兴。

搭建“校企地”平台
引才聚才

2022年，朝阳县入
选财政部、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联合公布传统村
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

范县（市、区）名单，成为当时辽宁
省唯一入选县区。

自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
用示范县建设工作开展以来，朝阳
县将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融入全
县乡村振兴大环境之中，活化传统
村落，与宜居乡村建设、农村危房
改造、特色镇建设紧密结合，与旅
游产业、现代农业联动发展，使传
统村落成为乡村振兴和文化旅游
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目前，朝阳县
共有中国传统村落7个，省级传统
村落5个。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近日，国家机关事务
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首批国家
级绿色低碳公共机构名单。朝阳县机关事务管理服
务中心榜上有名。

为推动公共机构广泛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
式和生活方式，近年来，朝阳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
中心制定了比较完备的绿色低碳运行管理制度，
强化节能日常管理，健全完善了节水、节电、节约
办公耗材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完善了行政综合楼
设备设施，全楼节电节水器具达100%。合同能源管
理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县政府集中办公区项目已全
部施工完成，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其中，行政中心综
合办公楼屋顶光伏、办公楼周围智慧路灯、光伏太阳
花、绿动未来微风风机、光伏座椅、光伏广场、压力步
道、光伏车棚等项目年发电量约88万千瓦时，每年可
节约电费12.13万元。目前，行政中心综合楼绿电使
用率已达95%以上。

据了解，首批国家级绿色低碳公共机构共 251
家，朝阳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是我省唯一入选
的机关事务管理服务单位。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
心负责人表示，今后，朝阳县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将继
续加大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宣传示范力度，推动
更多公共机构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绿色低碳的生产方
式和生活方式。

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获评
国家级绿色低碳公共机构

朝阳县时讯SHIXUN

古村新韵 文脉绵延
——朝阳县建设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纪实

赵 越 本报记者 张 旭

有着300多年历史的石灰窑沟村风光秀丽。 本文图片由本报特约记者仇一军摄

三道沟村在举人故居开展读书活动。八盘沟千亩石梯田保存完好吸引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