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重报观察 52020年8月 10日 星期一

责编 陈龙华 美编 乔宇

问道千年古驿，绘就成渝新篇。
8月8日，“重走成渝古驿道 感受双城新变化”全媒体采

访活动暨川渝携手打造巴蜀历史文化旅游线路研讨会，在九龙
坡区巴国城举行。

来自清华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大学等著名高校，中国旅游
研究院长江旅游研究基地、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重庆市文化
遗产研究院等权威机构，以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成都武侯
祠博物馆等专业场馆的专家教授、旅游学者、行业精英、主管部
门负责人等参会。

他们围绕如何进一步活化利用好成渝古驿道资源，打造具
有浓郁巴蜀特色的国家文化地标，包装巴蜀古遗址文化探秘线
路等，分享了真知灼见和前沿观察。

成渝古驿道这个原本冷门的词汇在重庆
日报、四川日报联合报道的助推下，成了大众
热词，不少网友甚至开始沿着两地媒体所报
的路线，开启了自己的“重走”之旅。

那么，川渝两地下一步将如何以此赋能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讨会上，相关职能部
门领导表示，未来要在做好川渝合作的基础
上，进一步挖掘古驿道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资
源，让成渝古驿道真正成为巴蜀文旅走廊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下一步，我们将把成渝古驿道保护纳入
我市文物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
我们会尽快联合四川，在文物和旅游资源普
查基础上，开展一次成渝古驿道文旅资源专
项调查，全面梳理古驿道及沿线的物质文化
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景观等不同类型

的资源情况，系统挖掘成渝古驿道的历史、科
学、艺术、文化和社会价值，为今后的各项工
作奠定基础。”重庆市文化旅游委副主任幸军
透露。

“此外，古道类文物保护修复标准或指南
的制定、成渝古驿道文化旅游资源地图的绘
制也已提上议程。”幸军指出，具体而言，川渝
两地将结合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一方面
编制成渝古驿道保护利用专项规划，明确下
一步古驿道保护发展的目标任务、工作举措
和时序安排，加强古驿道保护的统筹性；另一

方面则会通过绘制成渝古驿道文化线路图，
做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旅游景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地图标注及说
明，对重点历史文化资源、重要段落进行挂牌
保护，划定保护范围，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实
现规划管理“一张图”。

幸军还表示，成渝两地将通过定期举办
成渝古驿道主题学术研讨，形成一批学术研
究成果，并会以成渝古驿道历史文化为元素，
推出一批文学、影视、音乐等文艺作品，讲好
成渝古驿道背后的故事。

“除了上面这些措施外，成渝两地政府还
将策划打造成渝古驿道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和
展示利用示范区，通过举办古驿道马拉松、徒
步越野等公众文体活动，建设巴蜀文化特色
体验民宿，打造小型遗址公园等，不断增强社
会参与度，提升成渝古驿道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幸军说。

让人欣喜的是，目前不少古驿道沿线区
县（市）已率先发力，在挖掘古驿道资源上下
功夫。荣昌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强表示，作
为成渝古驿道的主轴黄金联结点，荣昌十分
重视对古驿道文化的挖掘利用，目前已挖掘
了传统技艺土法造纸、髹漆技艺、柴窑烧制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20多项，还将以镇街驿
站为连接点，把镇街（峰高，广顺，安富等地）
的驿道文化串起来，开展镇街驿站文化旅游

交流活动，并将通过举办古驿道驿站文化论
坛等形式，广泛征集历史文献资料、有关古驿
道和驿站的石牌坊等实物。

璧山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航透
露，该区挖掘古道文化的重要产物——古
道湾公园预计今年年底开园。该公园不仅
将打造古村落、古茶铺、古酒肆、古战场、古
栈道、古镇古街等23处古道文化场景及互
动游乐项目，还会以清代诗人龚懋熙创作的
诗歌《再经来凤驿》为蓝本，以打造客栈、牌
坊、古井、古碑等文化元素，再现来凤驿昔
日的繁华景象，以明朝著名文学家杨慎诗
歌《马坊桥》为蓝本，在公园内重现当年丁
家坳的繁华景象，让更多市民了解到古驿
道经过璧山这一段时的历史事件及其背后
的故事。

共谋发展
“将把成渝古驿道纳入我市文物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

成渝古驿道是历史的见证者，凝聚了先
辈的智慧和汗水，应当加大保护力度。其中，
活化利用便是最好的保护方式。

如何汲古慧今，让这一中华优秀驿道文
化成为文化自信的源头和川渝文旅经济的新
增长点，与会专家学者给出了他们的建议。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
导师蓝勇表示，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推进，对成渝古驿道的活化利用应当被
提上新高度。由于古道跨度长，呈线性布
局，一些路段除了石板路再无其他东西，因
此可以先把有代表性的、有遗存的区域保护
活化，如古村镇、古石碑、古石桥、摩崖石刻
等。此外，川渝两地还应相互学习、互动互
访，多搞一些类似“重走”这样有意思的文
化活动，对提振旅游经济、繁荣文化都大有

裨益。
殷秩松认为，川渝两地可以依托成渝古

驿道的文脉，打造出一系列成渝古驿道的新
场景。这个新场景应更加强调人在空间中
的体验，可以是很小的点，再以点带线、由线
到面，串起整个成渝文化旅游黄金走廊，就
可能成为网红，被大众广为知晓。此外，他
还建议扶持一批以年轻人为主的“创意一代”
新社群，只有年轻一代真正动起来，才能寻找
到巴蜀文化新的意涵，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
和发展。

在胡斌看来，活化利用成渝古驿道，首先
需要协同管理和系统开发，古道的距离跨度
大、行政区划不同，整体性和系统性开发难度
大，需要成渝两地系统规划以及沿线区县
（市）政府重视和配合，共同形成保护和开发
网络。其次，加强文旅融合与深度开发，深入
挖掘古道文化的历史文脉，讲好古驿道的地
方故事，使古道文化活起来。最后，要重视市
场和流量导向，打造一批特色鲜明、体验性
强、品牌好的景区，充分利用大数据智能化的
科技手段，吸引网络流量，让成渝古驿道历史

资源服务当下、造福人民。
周勇建议，川渝两地可以这次“重走”为

契机，整合历史、文物、文化、旅游，包括民间
文保、驴友等力量和资源，以成渝古驿道文化
遗存为基础、依据，共同探讨、谋划建设“成渝
古驿道”国家文化公园，做出一个线性的大文
旅的“文化遗址+产业带”，让历史与现实、老
路与新城、史料与掌故、传统与现代呈现出新
的面貌。

中国旅游研究院长江旅游研究基地首席
专家、重庆旅游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罗兹柏表
现，可用“四个头”来激活成渝古驿道的当代
价值。一是“说头”，要讲好古道文化故事，可
进行主题式挖掘、提炼和表达。二是“看头”，
要营造历史画卷和景观长廊，在一些节点区
域打造主题导览区，深耕“眼球经济”。三是

“活头”，要活得下去，场景化、生活化是核心，
在重要节点可进行主题场景开发，植入美食
体验、研学体验等，需特别强调艺术化的、文
创化的引导，否则很难活化。四是“心头”，
一定要让古道走入大众的“心头”，形成强大
的文化向心力和旅游吸引力，要以文化为纽
带、国际化的视野，着眼未来，守正创新驿道
文化。

赵晓梦认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
设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打造提供了最好的
发展机遇，也为成渝古驿道的传承保护、活化
利用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两地应该进一
步加强对古驿道的研究和保护，扩大宣传营
销，将古道品牌唱响全国、唱响世界，并不断
完善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把珍
珠串成项链，形成集群式发展。

活化利用
“用‘四个头’来激活成渝古驿道的当代价值”

近年来，随着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概念的
兴起，如何对古道沿线的文物进行妥善保护，
挖掘文物背后价值，成为学术界热门问题。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的蜀道和茶马古道
先后提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后，更是让不
少学者、市民认识到文物保护对古道打造的
重要性。

那么，对于成渝古驿道上的珍贵文物，我
们又应如何加以妥善保护呢？研讨会上，与
会专家给出他们的答案。

“要真正做好成渝古驿道沿线文物保护，
我们首先就要摸清家底。”白九江表示，成渝
古驿道沿线的各区县需联合起来，通过深挖

地方文献资料以及文化名人在东大路上留下
的笔记、游记等档案资料，在对成渝古驿道上
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分布有清晰认识的基础
上，再对这些资源的属性进行分类，对其价值
进行评估，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保护。

“除了摸清家底外，成渝古驿道沿线文物保
护也离不开沿线各地区的规划引领。”白九江建
议，古道是跨区域的、涉及面广的文化遗产，它

的保护不仅是文物保护部门的事，也是城乡建
设、规划、交通、国土、农业农村、自然林业等部
门的共同职责。所以说，“成渝古驿道沿线区
县在对古道沿线文物进行保护时，需统筹思
想，摒弃‘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思想，通过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的方式，建立联动保护机制。”

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副馆长胡斌表示，
对于古道沿线的文物保护，需以规划为引领，

统筹各方，结合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大政方
针，制定系统的保护策略，逐步形成大保护、
大展示、大利用的良好格局。

此外，胡斌还呼吁，相关部门除要及时把
考古调查、确认的诸如何氏百岁坊等古驿道
沿线的文物遗存登录为不可移动文物，进一
步提高这些文物保护等级外，还须尽快制定
古道类文物保护修复标准或指南，明确技术
路线和保护做法，防止保护性破坏。

“针对一些未能保持原貌的重要节点（如
驿站、递铺、关隘、津渡等）和突出的自然资
源，可以在原址上设立标识说明（介绍牌、二
维码），进而让它们与沿线其他文物点一起成

为成渝古驿道的文化地标。通过扫描二维
码，到访者可以在沿线任何一个点了解到全
线每个点的资料和分布，这样有利于开发以
成渝古驿道为依托的综合旅游线路。”重庆自
然博物馆专家张颖建议。

李勇先表示，在对古驿道沿线文物进行
保护时，也需引进现代技术。“例如，我们在对
古驿道沿线文物进行勘察时，就可把虚拟现
实、前期投影技术融入其中，全面还原其本来
风貌。同时，在后期进行保护时，也可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打造一款反映古驿道历史的
App，进而让更多市民了解到古驿道保护的
重要性，自发地参与到古驿道保护中来。”

传承保护
“通过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方式，建立联动保护机制”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首先对重庆日报联
手四川日报推出的“重走成渝古驿道 感受
双城新变化”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给予了高
度赞誉。

“‘重走’系列报道让我非常感动！它站在
区域发展的视角，重新挖掘梳理历史文脉，对
未来区域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清华
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殷秩松称。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白九江表示，
重庆日报完成了一项新的“重走”壮举，对成渝
古驿道历史及沿线地区经济社会的一系列深
度报道，不仅是增强党报人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的新实践，更极大地唤醒了古驿道的历史
文化，将强力助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重庆日报推出的‘重走’系列，在追寻先
辈的足迹中感悟历史、体味乡愁，见证时代变
迁，记录人民的奋斗，秉持了高度的文化自觉、

坚定的文化自信，体现了主流媒体的责任担
当。”四川省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
任、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李勇先称。

作为重庆日报“重走”系列报道的始作俑
者之一，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博士生导
师周勇表示，在延续“重走”传统的基础上，今
年的“重走”至少呈现四大特色：一、川渝两地
党报携手，让“重走”走出了新生面。二、重新
发现了成渝古驿道的当代价值，并把其当代
价值在报道当中得到充分彰显。三、将一段
冷历史变成了热新闻，记者、编辑不满足于只
是一个记录者的角色，而是自觉地充当了这

段历史和城市文化的发掘者、创造者，将一个
很小众的学术课题转化成了大众喜闻乐见的
新闻话题，让市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
家乡、自己的城市，特别契合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的大话题。四、引发了保护利用的
社会关注，也引出了一些可以深入开展学术
研究的新课题。“你们在记录城市的历史，历
史也将记录你们今天的努力作为。”周勇说。

“这组报道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报道了
巴蜀地区数百年历史、经济、社会、人文的各
种交融、互动，印证了巴蜀同根、血脉相连，荣
辱与共、协同发展的悠久历史底蕴。”重庆城

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重庆历史文化名
城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何智亚表示，这组系
列报道还发现、发掘了不少新的历史遗址、人
文历史和民俗典故，为成渝地区挖掘成渝古
驿道历史文旅资源，携手打造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和资源；提出了
活化利用成渝古驿道历史文化资源，对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重庆市地方志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
晓东说，这组报道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
度，唤起了我们的历史记忆和缕缕乡愁，成绩
与问题并举，接地气、融民意，既有历史的厚
度也有现代的张力，还有对未来的召唤，培育
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文化氛围，凝聚起
了发展的澎湃动力。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馆长张荣祥认为，
重庆日报的“重走成渝古驿道”系列报道，选题

非常好，效果也非常好，反响很强烈。从历史
上来看，古驿道是传达政令的大通道，经济交
流的大动脉，文化传播、文化交流的脐带，这种
线性文化遗产是巴蜀地区土生土长的，是一种
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文化遗产。“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中，三峡博物馆也在巴蜀文化的
研究中积极作为，此次‘重走’报道跟这项工作
有很强的联系，给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四川日报全媒体文体新闻部主任赵晓梦
表示，巴蜀自古山水相依、文化同源，重走成
渝古驿道，既是对千百年来成渝双城往来的
一种回顾，也是在为今天建设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寻找历史依据，更是对成渝文旅资源
的一次再认识和再体验，必将对推动两地正
在打造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提供一些
有参考价值的东西，所以说，此次“重走”系列
报道的确是大手笔，意义非凡。

“重走”系列
“你们在记录城市历史，历史也将记录你们的努力作为”

□本报记者 韩毅 黄琪奥

8月8日，“重走成
渝古驿道 感受双城
新变化”全媒体采访活
动暨川渝携手打造巴
蜀历史文化旅游线路
研讨会在九龙坡区巴
国城举行。

本版图片均由记
者齐岚森摄/视觉重庆

唤醒古道马蹄声 共话成渝新故事
——专家学者等共议如何活化利用成渝古驿道，助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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