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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县”沉于历史，“故献”取而代之

　　沿胶河西岸的晏子路南行来到故献村，故献村党
支部书记宋纪超首先带记者参观了村中一棵树龄约
150年的银杏树。银杏树长势良好，金黄色的树叶在
阳光下闪闪发光，与古村相互映衬。树下，银杏落叶
铺了一地金黄，拾起一片，似乎可以回望凝结在它身
上的漫长时光。宋纪超表示，这棵银杏树已经成了附
近有名的拍照打卡地。
  记者又参观了故献村的村名标志牌。“故献”一
度被称为“故县”，曾有史学专家表示“故献”一名
为隋朝以后的名称，只是今之用“献”字，原字应是
“县”。那么到底是“故县”还是“故献”？柏城镇
文化站站长唐晓萍解释道：“根据《高密县志》记
载，在民国之前‘故献’与‘故县’的叫法均有使
用，康熙年间为‘故县’，乾隆年间为‘故献’，民
国之后彻底改为‘故献’。改的理由大概是当时在高
密县境内，同时有两处同音、同义的村庄，虽然一在
县境西南、潍河西岸，一在县境南部、胶河西岸，但
毕竟不便于区分，于是便有人将胶河西岸的‘故县’
改成‘故献’，相沿下来，‘故县’遂被‘故献’取
而代之了。”

村庄附近有多处遗址和考古发现

　　高密地方史学家姜祖幼在所著《高密史话再补》
中，专门写了《故献古今》一文，开头便是：“文物
普查称，今故献附近地表有多处遗址，其中有新石器
时代以及周代、汉代等。”

  据唐晓萍介绍，山东大学考古团队曾前往距故献
约3公里的前冢子头遗址发掘，采集到大汶口文化晚
期鼎足、鬶把手和大量商周时期陶片等文物。
  故献遗址位于故献村北。提起故献遗址，宋纪超
回忆道：“2021年10月至12月，有考古研究所对济青
中线项目故献遗址占地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故献遗
址以秦汉时期的遗存最多，采集到较多陶片，多为泥
质灰陶，少量夹砂灰陶，可辨器形以豆为主，少量
罐、鬲等腹片，陶片纹饰以素面和绳纹为主，地表可
见较多被破坏的砖墓。”
　　故献村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村落，历史上出
了不少杰出人物。姜祖幼在《故献古今》中这样夸
赞：“历明、清，故献人又声名鹊起，此际以宋氏为
首的大户人家崛出。在科举考试中有庠生、贡生、举
人、进士等学衔，在外为官者有训导、知县、知州
等。故献又再度成为繁荣之乡。”

用好用活文化资源，助推发展

　　冬日，暖阳朗照。柏油马路、美丽屋场、微广
场、微景观……记者行走在故献村，目光所及，皆为

风景，尤其是胶河的波光粼粼更是让人陶醉。“乡村
之美，既要塑形，更要铸魂，我们一直致力于让村庄
在保留历史底蕴的同时不断发展。”宋纪超说。
  据了解，故献村有近147公顷耕地，从前该村家
家户户种小麦、玉米、土豆，到现在同时发展文化旅
游产业，这一改变离不开村庄浓厚的文化内涵。故献
村每年都能迎来不少游客，尤其是那棵树龄约150年
的银杏树更吸引不少人来打卡。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近年来，故献村坚持党建
引领，设置村文化活动中心，深化“一网三联”治理
模式，扎实推进网格化治理落实，全村划分治理3个
生活网格、2个生产网格，7名村干部、党员、村民代
表任微网格员，每人包靠55户，为“文化惠民”搭建
文明实践平台。同时，故献村以本土文化为乡村振兴
培根铸魂，利用“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新发展路
子带动村集体增收。
　　“上级政府对故献村的古村文化非常重视、支
持，专门对故献村进行科学设计、规划。接下来，故
献村会继续完善文化旅游产业，带动老百姓就业，带
动其他产业发展，让古村‘活起来’，重新焕发光
彩。”宋纪超信心满满地表示。

老县治阅尽沧桑 古村落焕发新生

  古高密城俗称城阴城，建置约在东周，历经两
汉，一直作为高密的县治、国治、郡治所在，后逐
渐毁于战火。隋朝时，因城阴城毁坏严重，高密县
县治迁至故县（今柏城镇故献村）附近，城阴城失
去其行政职能，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故献村作为高
密县治只有36年的历史，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
的文化遗迹。近日，记者走进高密市柏城镇故献
村，探寻古村魅力。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马宇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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