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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之所以能够延续得这么久、保护得这么好，得益于明代开始颁布实行‘官民相禁剪伐’、‘交
树交印’等制度，一直沿袭至今、相习成风，更得益于当地百姓世代共同守护。这启示我们，抓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搭建好制
度框架，抓好制度执行，同时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发展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2023年7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元市剑阁县考察翠云廊时指出

您牵挂的四川

“走马点树，验数交印。”翠云廊景
区内，一场复刻明代官吏交接场景的
沉浸式演出吸引游客驻足观赏。身着
官服的“离任县令”与“新任县令”手持
古柏清单，逐棵清点确认……这幕《点
树交印》实景剧，正是剑阁县传承古制
的生动写照。

这项源自明代“官民相禁剪伐”传
统的保护制度，已升级为系统化的“交
树交印”离任交接机制。

今年3月12日，广元市剑阁县在蜀
道翠云廊古柏保护“交树交印”广场举
行了县级林长暨蜀道翠云廊古柏保护
离任交接仪式，共计交接古树名木
12510株。

“不仅要交数字台账，更要实地查
验每棵树的健康状况。”交接清单上，
详细记录着古树的生长数据、病虫害
情况，甚至周边环境变化。

交棒不是“交责”，接棒更要“接
力”：从过去“走马点树”的单一数量统
计，拓展完善为古树分布、生长状况、
管护成效等5个方面、16项评价指标，
更加注重保护质量的综合评定、过程
监督和问责问效。

2023年，“交树交印”工作机制入
选中国改革年度典型案例，截至目前
已完成县级交接3次、乡镇级交接24
次、村组级交接210次。

制度创新不止于此。全国首个古
柏保护专项基金的设立，让社会力量有
了参与渠道。2024年7月22日,全国首
个古柏保护专家工作站在剑阁县揭牌
成立。截至目前，已培养专业树木医生
33名、本土赤脚医生（护林员）55名。

司法力量的介入让保护网更密。
为守护千年古柏，剑阁县法院与当地环
保局、林业局共同成立了广元市首个生
态保护示范基地——剑阁县生态恢复
教育实践基地。在翠云廊建立驿道古
柏保护司法服务站，法官定期开展巡
护，并制定游客普法清单，通过周末、节
假日在翠云廊、拦马墙等处开展法治宣
传活动，让公众参与古树名木保护。

目前，爱柏、护柏、守柏已成为当
地干部群众的思想共识，深入骨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彦谷 摄影报道

夏日雨后，云雾在葱郁的古柏林中
流转，巡护监管员刘高华拿起笔和本
子，走进广元市剑阁县翠云廊景区，认
真观察每一棵古柏，并记下巡护情况。

“这两年，我们对古柏的保护力度越
来越大，无论是人力投入还是高科技设
备加持，古柏被保护得越来越好，今年
没有遭遇病虫害。”说起古柏，刘高华的
眼里透着满满的热爱。在巡护监管员
岗位一待就是8年，他笑着说，“古柏就
像我的孩子，朝夕相处有了深厚的感
情。希望通过一代代人的共同努力，将
这些千年宝贝守护传承好。”

翠云廊剑阁段现有古树7803株，其
中古柏7778株，这些古柏最高树龄
2300余年，绝大部分是一级古树。从制
度创新到科技赋能，从抢救复壮到文
旅融合，在无数个“刘高华”的守护下，
这些千年古柏焕发出新的生机。

夜晚的翠云廊，12
座避雷塔的指示灯在山
间闪烁，与7.2公里的消
防管网组成的“血脉”共
同守护着古柏的安宁。
这套安防系统，是两年来
科技护树的缩影。

岁月更迭，古树保护
在一代代传承中不断创
新。剑阁县以“翠”守护生
态瑰宝为核心、以“云”科
创赋能美好为手段、以

“廊”续扬历史文脉为抓
手，积极探索古柏保护数
字化管理路径，建成古柏
保护智慧管理平台和数
字展馆，实现“天、地、空、
人、物、技”六个维度综合
防护。

“这是24小时动态
智能监测系统。”通过大
屏，可以看到不断滚动更
新的数据，包括虫情、环
境、雷电、防火，土壤湿度、
温度等监测。监测范围包
括翠云廊、汉阳、剑门关3
个地方。据剑阁县古柏自
然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介
绍，相较于传统人工巡
护，如今古柏保护有了新
的“卫士”和“火眼金睛”。

两年来，当地制定了
《古柏养护与复壮技术规
程》，科学实施濒危衰弱
古树复壮救护、古柏生境
改善科研试点等项目，邀
请专家现场诊断、远程诊
疗，编制“一树一策”救护

方案，采取“做体检”“套
马甲”“做微创”“穿靴子”
等一系列科学措施，复壮
救护濒危衰弱古柏2478
株，飞防蜀柏毒蛾、云南
松毛虫等食叶害虫2.5万
亩，防治双条杉天牛、柏
肤小蠹等蛀干害虫2000
余株。高标准建设的3个
古柏保护示范小区，则有
效解决了“人与树、树与
树、路与树、房与树、车与
树、镇与树、线与树”争空
间的矛盾。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
保护古树名木。”秉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广元成功探索了大型
线性文化遗产（蜀道）与
活态生态遗产（古柏林）
协同保护的新路径；“林
长制+网格化+智慧平台”
模式为古树名木和生态
脆弱型文化遗产保护提
供了可复制推广的“广元
经验”。

2024年，剑阁县成
为全国首批古树名木保护
试点县。据剑阁县林业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两
年，该县将立足全面提升
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水平，
进一步强化资源保护、文
化传承、活化利用、科普
宣教、科学研究、支撑保
障等工作，努力把试点项
目打造成古树名木保护、
传承和利用典型模式。

清晨的古蜀道上，徒
步爱好者们沿着新修的
木栈道前行，千年古柏的
浓荫将暑气隔绝在外。
这条串联起古关、古道、
古树的徒步线，两年来吸
引了70万人次体验，同
时也带火了沿途的“蜀道
农家”。

两年多来，当地始终
践行“传承优先”理念，在
合理利用中推动古树名
木历史、文化、科学、生态、
景观与经济价值的守正创
新。创新推出背诵《蜀道
难》免门票活动，吸引20多
万人挑战成功；连续举办
两届古蜀道徒步游活动，
让游客深度感受蜀道历
史底蕴与自然之美。

6月25日，来自绵阳
的游客贾春苗漫步在青
石板古道上，被眼前壮观
的古柏深深吸引，走走停
停，反复观赏，久久不愿
离去。“这些古柏太震撼
了，看一次根本不过瘾。”
她的感叹，道出了众多游
客的心声。

“我每天要往返翠云
廊五六遍，游客比以前多
了很多。”翠云廊景区解
说员王艳说。两年来，剑
阁县整修境内古蜀道，完
善指示牌等配套设施，将

古柏保护、非遗体验、山
地运动等元素融入徒步
场景，策划推出6条精品
徒步线路，翠云廊成为热
门“打卡地”。不仅如此，
当地还打造干部正确政
绩观教育精品研学路线2
条，建成翠云廊古蜀道生
态文明省级现场教学基
地，开发森林步道、柏木
生态科普园等生态产品，
构建跨区域蜀道徒步游
线路，让生态旅游与生态
研学业态蓬勃发展。

2024年，翠云廊景
区接待游客18.91万人
次，同比增长39.39%。
2025年1月至5月，翠云
廊景区接待游客13.72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08.54%；“五一”假期单
日最高接待量突破1万
人次，已然成为四川文旅
融合发展的新标杆。

暮色中的翠云廊，最
后一缕阳光掠过古柏梢
头，刘高华完成了当日最
后一次巡护。他与千万
个守护者一起，正在为
千年古柏续写新的年
轮。从制度创新到科技
赋能，从文化传承到民
生改善，实践证明：古树
保护不仅是守护历史，更
是孕育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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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树交印”到全民共护
游客在翠云廊景区游览。

科技之廊

古柏成乡村振兴“绿色引擎”

翠绿之道

翠云廊“点树交印”情景剧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