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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古道保护办法》正式实施——为全国古道保护工作提供示范

  1200多年前，46岁的李白准备踏上漫游的旅途，前往青年时代就向往的越地。启程前，李白做了一个梦。梦中，他乘船入绍兴

鉴湖，而后由曹娥江至剡溪、入新昌，一路千回万转登上天姥山顶，瑰丽变幻的奇景和慷慨深沉的感悟，成就了千古绝唱《梦游天

姥吟留别》，也让长约45公里的“天姥山古道”成为浙东“唐诗之路”中的一段精华。

  走沉寂古道，看沧桑变幻，探遗风神韵。古道是古代交通遗迹，具有生态和文化的双重属性，一经毁坏，不可再生。基于此，

全国首部专门保护古道的地方立法——《浙江省古道保护办法》于3月1日起正式实施。此举填补了古道保护方面的空白，标志着浙

江古道保护利用从此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也为全国古道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了示范样板。

千年古道，承载历史记忆与乡愁

  作为一种历史符号，古道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许多古道还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和军事价

值。

  一米多宽的道路，蜿蜒在崇山峻岭之中，中间由大理石板铺就，寓意“龙脊”；两侧是鹅卵石或其他石头堆砌，寓意“龙

鳞”。在这条蜿蜒的“龙脉”之上，镌刻着古徽州的灿烂文化，孕育了无数的政商巨子，这便是徽杭古道。

  “徽杭古道”起于安徽省绩溪县伏岭镇，止于杭州市临安区清凉峰镇浙基田村，全长20余公里。行走古道，耳边尽是流水潺潺

之声，飞瀑山溪顺着山势坠入石潭，眼中皆是林木苍翠之色，群山笼罩在薄雾之中。“徽杭古道”始建于唐朝，是古时徽商和浙商

互通贸易的重要通道。一代代徽州商人靠贩运盐、茶、山货，走出了一条条饱含风霜的经商之路。

  浙江省的古道特色鲜明，类型多样。人文厚重的如“寒山古道”，唐代寒山子且行且吟，写下300多首诗作，沿途每个古村都

藏着动人传说；风景优美的如遂昌“十里杜鹃古道”，还有古树参天、红枫似火的衢江“东坪古道”；体现畲族习俗的“畲乡古

道”，贯穿景宁、泰顺、文成三个县的畲乡地区；承载红色足迹的如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英勇斗争的淳安“茶山古

道”……

  据初步调查，浙江省现存古道1200余条，总长9000多公里，其中目前已作为文物保护的古道有53条。现存古道多分布于山地丘

陵地区，自然景观优美、生态环境良好、历史人文荟萃。古道沿线有自然景观资源3800多个，民宿、农家乐3200余家，保存人文古

迹2400多处，记载民间传说1600多个。

  沧海桑田，自然侵蚀，古道成为脆弱的历史遗存。调查发现，浙江省许多古道的贯通性、历史性、人文性和景观性存在不同程

度的破损，保护管理也存在主体不明、经费不足、职责不清等问题。同时，伴随古道交通、商旅功能淡化以及行人减少，不少沿线

村庄也逐渐落寞。

保护古道，留住遗存的历史印记

  古道幽幽今犹在，岁月匆匆越千年。2014年年底，浙江省出台意见，要求加强森林休闲养生基地、森林绿道、森林古道、森林

人家等示范项目建设，先行开展文成—景宁—泰顺、宁海—天台—新昌、武义—松阳—莲都等森林古道建设试点。

  浙江省还主动谋划，创新保护机制，加大投入力度，古道的保护修复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2018年，浙江省林业局组织了全省

森林古道资源普查，基本摸清了全省森林古道的底数和资源信息，为古道的保护修复与开发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3月1日起实施的《浙江省古道保护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以保护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为目标，遵循整体保护、合理利

用、属地管理的保护原则，突出原真性、连通性的保护要求，挖掘、整理与古道有关的文化资源，努力保持古道原有风貌，让古道

在有效利用中成为城市和乡村的特色标识、居民的时代记忆，让城乡居民通过走古道能“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古道的保护内容包括古道路基、路面路石，古道附属的古亭、古桥、古驿站、关隘、人文遗迹等资源和设施，重要历史名人、

事件、文学作品、典故传说等历史文化内容，以及沿途森林植被、地质景观等周边环境。

  针对古道保护责任，《办法》规定，将古道保护纳入林长制管理责任体系，同时，对古道进行分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古

道）保护，对破坏古道及其附属设施和资源的行为设定罚则，对未按照古道保护要求履行职责以及保护不力导致古道保护等级被撤

销的责任人员明确处分要求。

  《办法》还细化修复利用要求。制定古道修复地方标准，规范古道修复流程，坚持将古道修旧如旧，最大限度保持古道风貌。

发挥古道在文化浙江建设中的纽带作用，挖掘整理与古道有关的文化资源，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鼓励低碳、文明、健康地利用

古道，带动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浙江省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胡侠说：“《办法》的实施明确了各方的法律责任，让古道保护和管理实现了有法可依，古道保

护修复工作力度大大加强，一些古道的连通性、完整性、景观性将得到恢复，古道上的人文故事、历史传说、文物古迹等将得到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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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和再现，古道的历史风貌、历史印记将得到较好展现。”

利用古道，催生古道经济兴起

  仔细观察每一条古道，它们的缘起，常常围绕着古代生产生活所需，如盐、茶、丝绸、瓷器以及药材等。历史上，起点源源不

断地向周边百姓提供物品，沿途又延伸出许多支线，形成了一条四通八达的古道网，造就了无数商业重镇和繁华村庄。

  随着时代的变迁，古道不仅成了现代人追忆乡愁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人们开展户外休闲、养生和运动的重要场所，走古道更

是成了徒步爱好者们“向森林要健康”的一个时尚运动，为此，以古道利用作为一个载体的古道经济也应运而生。

  古道是前人留下的宝贵资源和历史遗产，保护和利用好古道资源，对促进乡村振兴意义重大。早在2016年，浙江就发布指导意

见，积极推动各重点县把森林古道沿线的古村落、古树名木、高山湿地、古建筑等自然文化遗产串联起来，使古道重新焕发活力，

促进山区经济社会发展。2017年，浙江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建设覆盖全省环境优美的绿道网、景观带、致富线。古道，自然也被不

少县(市、区)列为绿道网的一部分，助力乡村振兴。

  “霞客古道”天台县南屏乡翠东村观景平台上，众多游客一边观赏梯田美景，一边摄影留念。前些年，有驴友在网上发布“南

黄古道”风景和攻略，让翠东村成了“网红村”。村里自发重修通往邻村的东岭古道，打造万亩“莲花梯田”。油菜花开的春季和

晚稻成熟的秋季，每天都有数千名游客，路上车辆绵延不断。

  台州市黄岩区摸排出现存状况较好的“黄永古道”“黄仙古道”等七条古道，并结合全域旅游开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串

联、建成步道400余公里，贯穿中西部乡镇的所有建制村，连接沿线自然景观、古村落、农业产业基地、农家乐等。

  有“两浙之锁钥，入闽之咽喉”之称的江山“仙霞古道”云雾缭绕，风光旖旎。古道上的保安乡龙井村耕读农场内，戏剧、民

俗表演和民间小吃让不少古道游客驻足。因为古道的人气，村里几乎家家户户从事乡村休闲业，还吸引了村民返乡创业，民宿经济

风生水起。

  如今，走古道、赏美景、住民宿、吃土菜、买山货成为市民的新时尚。据统计，十年来沿着古道走进森林、走进大山的游客增

加了20多倍，每年达到4亿多人次。在古道游的带动下，浙江省森林康养和生态旅游产业规模已经超过2000亿元，成为浙江省林业

第一大产业。

  （本报记者 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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