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要闻 66 2024年 5月 16日 星期四

古蜀道上，翠云廊里，古柏森森。行至

剑阁柏处，眼前大树遮天蔽日。西华师范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蔡东洲一边轻抚古柏，

一边介绍：“仅蜀道翠云廊段，就有树龄百年

以上的古树两万余株。”

茫茫秦岭，山势巍峨，蜀道是连接四川

盆地和关中平原的古道。研究蜀道和巴蜀

文化 30 余年，蔡东洲已记不清多少次走在蜀

道上，探访古代遗迹。“翠云廊所属的金牛

道，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也映照着

人们对古道古树的珍爱和保护。”蔡东洲说。

从小喜欢历史典故，
逐渐投身于历史学专业
和蜀道研究

青石板凹凸不平，古蜀道漫长蜿蜒。“据

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蜀道开通于先秦，开

拓于汉魏六朝，兴盛于隋唐两宋时期，完善

于元明清。”蔡东洲说，蜀道素来有“北四南

三”的说法，北边分别是陈仓道、褒斜道、傥

骆道、子午道，南边则有金牛道、米仓道、荔

枝 道 。 其 中 以 金 牛 道 为 主 ，全 长 600 余 公

里。说起蜀道，一个个历史故事从蔡东洲的

讲述中铺展开来……

面对苍苍古道，蔡东洲孜孜以求。“围

绕蜀道的研究，主要是调查研究蜀道沿线

的文化遗存，如驿铺、碑刻、古树等，以及对

蜀道相关历史文献的收集与整理。”蔡东洲

说，通过对文化遗存和历史文献的研究，蜀

道修建发展的历史逐渐明晰，由此可窥见

古代社会发展变迁和经济文化交流的许多

重要信息，逐渐勾勒出中华文明在巴蜀大

地上传承发展的脉络。

生于斯、长于斯，少年蔡东洲就对巴蜀

大地上的历史典故充满兴趣，每当打完稻

谷，他就坐在稻草堆下，翻看历史课本。小

伙伴们也喜欢坐在蔡东洲旁边，听他讲历史

故事。

1981 年，蔡东洲入读南充师范学院（现

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教育专业，本科毕业

后又攻读了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大学

时期，他主修宋元史方向，了解到不少巴蜀

文化和蜀道历史知识。“比如宋代的名臣安

丙，在主政四川期间，就曾努力改善蜀道交

通条件，方便了人员往来，对于保护蜀道有

着重要意义。”蔡东洲说。

1988 年 ，蔡 东 洲 毕 业 后 留 校 任 教 。 彼

时，由于他的导师主要研究宋史和三国历

史，蔡东洲也参与其中，“很多研究工作都

与蜀道研究相关。”蔡东洲认为，蜀汉的兴

衰就与蜀道有很大关联。 1993 年，他参与

出版著作《三国文化历史走向》，更深入地

研究了三国历史人物与蜀道的关系。

潜心开展调查研究，
广泛收集蜀道相关史料
和文化遗存

暑热炎炎，伏案写作，汗水滴在稿纸上。

20多年前，在一间只有 4平方米的屋子里，蔡

东洲利用借来的《宋史》等复印资料和其他相

关典籍资料，一个字一个字地手写完成了一

部有关宋史的著作。

为了研究宋代时蜀道的作用，蔡东洲到

处搜集资料。他拿着方格纸，到一家家图书

馆查文献，誊写整理了上万张资料卡片，详

细记录时间、事件、出处等信息。“写作时，将

卡片一一排列，一幅历史的图画就仿佛展现

在眼前了。”蔡东洲回忆。

撰写古蜀道文化研究著作的过程，帮助

蔡 东 洲 系 统 地 掌 握 了 历 史 研 究 的 学 术 方

法。蔡东洲认为，研究古蜀道，重访历史遗

迹、进行考古调查是重要一步。

2017 年 的 夏 天 ，为 了 探 究 南 边 的 几 条

古蜀道情况，蔡东洲带领团队沿着荔枝道

重访，从四川达州宣汉县一直走到了陕西

汉中西乡县。团队花了 13 天时间，先后经

过宣汉、平昌、万源、通江等地，踏查了古蜀

道 沿 线 的 竹 筒 沟 石 板 道 、何 家 坝 栈 道 等

遗迹。

在宣汉县的马渡关镇驻留，绕过大片的

玉米地，在一片荒山野岭中，蔡东洲带着团

队发现了不少历史遗迹。“古人经由蜀道进

行文化交流，便在沿线留下了许多遗迹，这

对我们了解古蜀道上古人的生活习惯有很

大帮助。”蔡东洲说。

“这两年，我们团队还研究了米仓道上

的驿铺遗迹，摸清它们的分布底数及对古人

通行蜀道的影响。”蔡东洲说，古蜀道设置了

驿铺，为当时人们传递官方文书、服务人员

通行、维护道路安全提供了便利。

此 外 ，地 方 志 也 是 研 究 蜀 道 的 重 要 参

考。蔡东洲说，蜀道沿线地区保存了大量旧

志，除了铺舍、邮驿、交通等名目直接记载道

路交通外，山川、城池、乡镇、公署等都与蜀

道交通密切相关，特别是在艺文、金石等名

目中，保留了大量诗文等资料，为研究者提

供了很多史料。

参与蜀道保护，传承
相关历史文化

走在古蜀道上，古树是绕不开的话题。

“在蜀道两侧植树，能起到很好的表道、护

路、遮阳作用。”蔡东洲说，对古树种植和保

护历史的研究，也是蜀道研究的重要组成

部分。

眼前，剑阁柏笔直挺拔、直指苍穹，通体树

高 27米。“这棵古柏是翠云廊古柏中最老的一

棵，树龄达 2300年，”蔡东洲说，“它远看似松、

近看是柏，果实也十分奇特，像松果一样。”

如今，蜀道翠云廊区域拥有自秦汉以来

树龄 100 年以上的古柏 20391 株，其中四川

广元剑阁县境内现存 7778 株，树龄大多在

500 年以上。

蔡东洲介绍，自秦代起，围绕蜀道进行

的大规模植树有 8 次。历代的大规模植树，

让蜀道上古树参天蔽日。“栽树是为了保护

蜀道，这些树木本身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蔡东洲说，南宋曾发布严禁采伐四川边境林

木的诏令，明代还有“官民相禁剪伐”的政

令 ，到 了 清 代 ，人 们 还 对 每 株 古 柏 进 行 了

编号。

“学习古人栽植古柏群的经验，我们也

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好。”蔡东洲说，如今，当地不仅建立了

县、乡、村、组四级网格化保护体系，还实施

了“ 一 树 一 人 ”“ 一 树 一 策 ”等 科 学 保 护 手

段。当地还组织专家对蜀道沿线古树开展

“体检”，通过地上环境综合治理、地下土壤

改良等措施开展复壮救护工作。

去年 12 月，四川成立蜀道研究院，蔡东

洲参与其中。“我们要继续围绕蜀道开展考

古研究，持续传承保护蜀道的历史文化。”蔡

东洲正积极参与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蜀道

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继续为蜀道研究和保

护贡献力量。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教授蔡东洲研究传承古蜀道文化蔡东洲研究传承古蜀道文化——

苍苍古道 孜孜以求
本报记者 王永战

5 月 12 日，山西省大同市家

怡养老院里欢声笑语，几位老人

围坐在一起，唱生日歌、吃生日蛋

糕，还有小朋友表演节目……“这

个生日过得太开心了！”一位老人

高兴地说。

据了解，养老院每月都给当

月过生日的老人集体过生日，院

长马淑芳（见下图右，赵志仙摄）

会为每位老人送上一束康乃馨。

“用心用情照顾好每一位老人，让

他们晚年生活衣食无忧，精神上

得到抚慰。”马淑芳说。

13 年来，马淑芳全身心投入

到养老事业中，把养老院办成一

个幸福的大家庭。

时间回到 2000 年，马淑芳的

父亲做了一个大手术，在术后护

理过程中，一家人遇到了不少困

难。马淑芳发现身边不少老人都

面临类似困难：子女不在身边，或

忙工作没时间，老人得不到很好

的照料，也给子女们留下不少遗

憾。马淑芳暗下决心：“有机会，

一定要办一家养老院。”

2011 年，退休的马淑芳组建

了大同市第一家公建民营养老院

——家怡养老院。从此，她把全

部精力投入养老院建设上。

她详细了解院里每一位老人

的家庭情况、生活习惯、饮食喜

好，为每位老人制定有针对性的

照料方案。

入住家怡养老院的老人平均

年 龄 86 岁 ，最 年 长 的 已 经 101
岁。养老院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

巡护制度，夜间每两个小时查一

次房，便于第一时间发现情况、及

时处理。

“入住的大部分老人患有基

础病，需要长期进行特殊护理，对

专业性、耐心要求都很高。”马淑芳说，“从事养老服务要有足够

的爱心、耐心和细心。”

马淑芳在照顾好老人生活起居的同时，还特别关心老人的

情绪。她自学心理学，尤其侧重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聘请

专业心理学老师给员工讲课、做培训。

“在这里，舒心还省心，就像在家一样！”入住养老院的王大

妈说。养老院通过唱歌、舞蹈、康复运动、手工艺制作等丰富多

彩的活动愉悦老人们的身心；每月给当月过生日的老人举办集

体生日会，充实了老人们的精神生活。

“小马可细心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她都知

道。”很多老人把马淑芳当亲人，不少老人的子女也和她成了

朋友。

截至目前，家怡养老院入住率常年稳定在 95％以上，先后

为 3000 多位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医疗、生活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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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家庄 5月 15日电 （记者邵玉姿）记者从河北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获悉：河北持续改善老旧小区居民居住条件，截至

4 月底，列入今年全省民生工程计划改造的 827 个城镇老旧小区

已全部开工。

在充分征求居民意见基础上，河北各地根据 80%以上居民

意见确定老旧小区改造方案，重点改造供排水、电、气、热、通信、

消防、充电等基础设施，完善养老、托育、快递、健身、无障碍、电

动汽车充电等配套设施，鼓励同步进行建筑节能改造和架空线

迁改入地。通过新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为小房引入电源等

方式，因地制宜解决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问题。

河北还在多渠道筹措改造资金方面想办法，除争取中央补

助资金、加大地方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外，引导居民通过直接出

资、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让渡小区公共收益等方式出资参与

改造。

下一步，河北将继续加大工作推动力度，聚焦项目实施程

序、工作标准、工程质量等，确保老旧小区改造各项任务按节点

有力有序推进。

河北今年计划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827个

近年来，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不断加大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力度，将全膜覆盖栽培技术推广工作作为调整现代农业结构和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之一。截至目前，全县 16 个乡镇推广全膜覆盖栽培技术种植作物面积达 23 万亩。

图为互助县东山乡覆膜山间梯田。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本报兰州 5月 15日电 （记者赵帅杰）日前，记者从甘肃省

交通运输厅获悉：为推进全省高速公路“联网、补网、强链”，甘肃

省决定启动建设河西北部、甘肃中南和甘肃中东“三大高速公路

新通道”，规划新建和改扩建收费公路总规模约 4550 公里，估算

总投资约 5460 亿元。

“三大高速公路新通道”项目均为收费公路项目，由省级统

筹推进，市州政府负责建设。其中，河西北部高速公路新通道为

连霍高速河西复线，与定武高速、京新高速相接辐射河西走廊 5
市 14 县（市、区）；甘肃中南高速公路新通道与乌玛高速、十天高

速相接贯穿省内 4 市辐射 14 县（区）；甘肃中东高速公路新通道

则与青兰高速、京藏高速相接贯穿省内及宁夏固原等 4 市辐射

20 县（区）。

根据建设目标，力争到 2027 年底，“三大高速公路新通道”

主通道基本建成，通道联络线、辐射线部分建成。

甘肃启动建设“三大高速公路新通道”

本报北京 5月 15日电 （记

者韩鑫）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安

部、应急管理部三部门联合印发

《道路运输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

年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对道路运输领域安全生产

治本攻坚行动进行安排部署，努

力从根本上消除重大事故隐患，

加快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监

管向事前预防转型。

《方案》提出，持续提升交通

参与者安全素养。严格机动车

驾驶员培训考试管理，加快建立

健全以驾驶员安全驾驶水平为

核 心 的 培 训 考 试 质 量 评 估 体

系。加强营运驾驶员针对性安

全教育培训，提升驾驶员应急驾

驶操作能力。加强安全带使用

管理，引导驾乘人员出行中全程

佩戴安全带。强化农村交通安

全宣传，及时劝导纠正面包车超

员、非法营运等违法违规行为。

按照《方案》，下一步将修订

相关技术标准，提升新出厂客货

车辆安全性能。严格落实道路

运输车辆达标车型管理制度，严

把车辆进入运输市场关。此外，

要建立健全涵盖道路运输企业、

营运车辆、驾驶员、车辆运行轨

迹等信息共享共用机制。

《方 案》要 求 ，各 地 要 加 强

组织部署，强化人力、物力和财

力保障，加强督导检查，严格追责问效，切实

推 动 治 本 攻 坚 行 动 各 项 任 务 举 措 落 地 落 实 ，

坚 决 遏 制 重 特 大 事 故 ，有 效 降 低 较 大 和 一 般

事 故 ，推 动 道 路 交 通 运 输 安 全 生 产 形 势 持 续

稳定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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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15日电 （记者金歆）中

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2024 年数

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要求以信息化驱动

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业高质高效、

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为加快建设

网络强国、农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工作要点部署了 9 个方面 28 项重点任

务。其中，筑牢数字乡村发展底座方面，包

括提升农村网络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加大

农村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力度，加快推进涉

农数据资源集成共享。激发县域数字经济

新活力方面，包括加快推进农村电商高质

量发展，多措并举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释

放涉农数据要素乘数效应，运用数字技术

促进农民增收。

四部门印发《2024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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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蔡东洲，1962 年 11 月生，四川平昌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他研究

蜀道和巴蜀文化 30 余年，长期从事蜀道南段的相关研究，致力于古路、古碑、古树的

研究和保护利用，先后出版《三国文化历史走向》《安丙研究》等蜀道相关研究论文和

著作，在蜀道、巴蜀文化研究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曾获第三届“中国杰出人文社会

科学家”、“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等荣誉。

一条古蜀道，连接了四川盆地和关中

平原，也赓续了历史文化脉络。

踏查蜀道上的碑刻、驿铺遗迹，挖掘古

蜀道上的文明交往历史；探寻历史人物与

蜀道的关系，赋予典籍资料新的解读角度；

研究古树名木，继承和发扬古人的生态保

护智慧成果……通过研究古蜀道，蔡东洲

不断感悟历史的厚重，获得更多历史文化

的滋养。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古蜀道

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在蔡

东洲等学者努力下，古蜀道文化得以不断

丰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更好地

保护和传承。

获得更多历史文化的滋养获得更多历史文化的滋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