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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出的建议较
多，但焦点多围绕治堵。

不少读者是住在风车
公路附近的村民，他们对
拥堵的假日生活叫苦不
迭，其中不乏有人建议禁
止游客进入风车公路，但
更多希望游客分流上山。

“希望像自驾车过灵桥那
样，也分单双号上山；或
采取景区化管理、众筹等
形式另辟上山路。”横溪

镇大岙村一名村民的建议
颇具代表性。

与此同时，旅友们也
有想法，“希望山下停车
位充足，或是附近公交运
力足、接驳顺畅。”旅友
老范同时认为，“今后如
有自行车道、游步道直达
山顶就更好了，希望有政
府部门牵头做工作，作出
系统的规划布局。”

另据一些读者反映，

此前，横溪镇政府和塘溪
镇政府均已在“最美风车
公路”的未来之路上有所
展望。比如，“记得去年
横溪镇政府有消息称要利
用基站之间的山道，计划
开辟一条山地自行车道，
现在不知怎么样了。”一
名骑行爱好者对此非常期
待，随后他在镇政府网站
上找到这一信息并截图，
通过本报求证。

有关方面已就白岩山区域提出初步规划方案

游客将来或可乘坐大巴车统一上山

■《“最美风车公路”能否更完美？》后续

上周，《游客吐槽“到处都是人”“头上是美景，脚下是垃圾”“最美风车公路”能否
更完美？》一文在《东南商报》A03版刊登后，文中反映的位于白岩山上的风车公路在
端午小长假期间发生拥堵、垃圾成堆，以及附近村庄向游客收取停车费等诸多问题，
引起了较多的社会关注。不少热心读者纷纷致电本报，亦或通过宁波乡村旅游微信
公众平台建言献策，有关方面也就白岩山区域提出了初步规划方案。

那么，读者提出的建
议是否有助于风车公路难
题的破解？有关部门提出
的诸多愿景，是否已有实
际行动？记者近日展开采
访。

“有可能打造白岩山
景区，目前初步完成了对
该景区的规划方案，而且
已经落在纸上，最近正在
积极地与相关方面进行交
流、对接。”近日，奉化市裘
村镇甲岙村党支部负责人
沈小军告诉记者，该项目
预计投入资金4700多万
元，分期规划进行建设。

值得期待的是，沈小
军称，可能会修建一条从
甲岙村至白岩山山顶的汽
车公路，以供旅游大巴通
行，“在山下建一个大型停
车场，自驾散客在此停车

后换乘旅游大巴，统一上
山看风车。”沈小军坦言，
在上山方式上，他们也曾
有过建造缆车的设想，从
高处欣赏风车公路的美
景，“但造价实在太高，没
法操作。”与此同时，由于
18号风机附近比较宽敞，
而且欣赏风景视线较好，
今后该地将配套建设平地
露营、烧烤、小酒吧等休闲
场所；将来，“最美风车公
路”或还将陆续打造沿花海
线小火车、自行车驿站、滑
草基地、小木屋、瞭望台等。

而横溪镇政府方面，
对于“开辟山地自行车
道”一说则表示，这是
2016年初时旅游规划初
稿的概念，当时还没有风
车路上的花海，也没有

“最美风车公路”的概

念，人流量、车流量较
少，才会有这种“设想”
或“打算”。后来，即
2016年上半年，随着这
条路人气上升，“交通畅
通成为我们的压力，经多
方论证，且根据实际情
况，就没有做山地自行车
道的意向了。”但在其他
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
善方面，“夏凉停车场已
投入使用，旅游厕所、清
塘古道正在建设修缮中，
而观景平台和交易木屋已
进入设计深化阶段。”不
过考虑到假期风车公路车
流量、客流量巨大，容易
交通拥堵，“希望游客能
够公交出行、错峰出行，
私家车出行的请将车停在
夏 凉 停 车 场 后 步 行 上
山。”对方建议。

事实上，风车公路并
非白岩山独有，“在鄞
州、北仑、宁海、象山等
地，还有5条风车公路，
且各具特色。”资深旅友
陆续向本报提供这方面讯
息。

其中，位于宁海状元
峰上的风车公路，一侧面
朝大海，一侧风车林立，
是距离宁海城区最近的风
电场公路。“目前可以直
接开车上山，最佳观赏位
置在18号风车附近。”据

“宁波小小周”描述，爬
上状元峰，南面可拍三门
湾、一市镇全景，北面可
拍连缅山脉及宁海县城全
景。

而位于宁海县东海云

顶上的风车公路，除了适
合看夏日夜景之外，冬季
的雪景、冰景也堪称一
绝。”同时据记者了解，
东海云顶环线是宁海国家
登山健身步道最为精华部
分之一，该地山峦耸峙、
绿海无边，荟萃了许多珍
贵的生物资源。

此外，北仑郭巨的总
台山、象山的檀头山上均
有风车公路，象山涂茨镇
则有风车步道。其中，总
台山风车公路上能看到烽
火台，还能清楚地俯瞰北
仑港口码头雄姿，以及梅
山港、螺头水道和峙头洋
水面的点点航帆，“有意
思的是，由于檀头山的风
电场建在海岛上，汽车基

本不登岛，这条风车公路
因此成了徒步道。”旅友
们对此如数家珍。

风车好看，但看风车
有讲究。“公交出行、错
峰出行以及徒步上山是

‘上上选’。”逐一深度体
验过上述风车公路的旅友
提醒广大游客，风车公路
的道路普遍狭窄，且山顶
多数未设护栏，因此不建
议驾龄短、车技不成熟的
游客驾车上山，且禁止途
中临时停车看景。此外，
他们提倡文明旅游，“应
自备垃圾袋带走垃圾，践
踏花草以及偷摘、破坏周
边农作物更是要不得。”
他们举例称。

记者 谢舒奕

读者热议
提出分单双号上山、另辟上山路等分流建议

未来展望
或将打造景区，可能修建汽车公路直达山顶

更多选择
除了白岩山，宁波还有5条“风车公路”

昨天，记者在前童
古镇看到，与几年前相
比，古镇已经变得焕然
一新，走在古色古香的
青石板街道上，看着两
边的老式建筑，感觉好
像穿越到了另一个时
代。

前童镇镇长卢华乾
告诉记者，前童古镇，
始建于南宋时期，至今
已有770余年的历史，
先后被评为浙江省旅游
名镇和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随着近年来旅游业
的飞速发展，前童古镇
也越来越受到游客的青
睐。

与此同时，前童古
镇保护和开发遇到了诸
多问题，一是许多上百
年的古建筑因年久失
修，成为了危房，甚至
倒塌，古镇的可持续发
展遇到瓶颈。二是前些
年，因为人们缺乏古镇
保护与开发意识，拆旧
建新，一些砖混结构建

筑夹杂于古建筑群中，
与古镇的整体形象格格
不入。同时，古镇核心
区外围区域脏乱差、基
础设施薄弱。餐饮、住
宿、休闲、文化、娱
乐、商业等功能已经严
重不适应旅游发展的需
求。

“那时候，游客慕
名来到前童，旅游后却
备感失望，‘感觉漂亮
的小姑娘穿了一件破衣
服’。”卢华乾说。

进行时三改一拆

古镇嬗变 留住更多人的乡愁
来前童的人越来越多，来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喜欢小桥流水、有人喜

欢卵石小径、有人喜欢白墙黑瓦、有人喜欢镂花石窗、有人喜欢雕梁画栋、
有人喜欢元宵灯会、有人喜欢“前童三宝”豆制品……也许，大家在这儿找
到了一份乡愁和宁静。这是近期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一段文字，细致入微地
描述了各方游客对位于宁海的前童古镇的看法。

曾遇发展瓶颈

自三改一拆行动开
展以来，为古镇的保护
和开发提供有力的保障
和支撑。据最新的数据
表明，前童镇共处置古
镇区域内违法建设 8
起，拆除与古镇格调不
一致的历史违建9处，
拆除违章搭建的各类棚
屋50余处，拆除危旧
和倒塌房屋院落20余
处，拆除总面积18340
平方米。按照保护优先
和适度开发的原则，修
缮 或 重 建 古 建 筑 31
处。鼓励民间资本介入
发展民宿产业，先后开
展了前童驿事、上木
堂、鹿山别院、花桥游
居、尺木草堂等23家
民宿。从去年开始，在
古镇核心区外围打造分
粮库文化市集、前童文
化、古镇商业三个主题
区，建设以旅游住宿为

形式、文化展示为吸
引、消费购物为目的历
史文化街区，目前，文
化街区建设正在加紧建
设之中。

记者在采访中看
到，前童老街的房屋大
都有上百年的历史，许
多房屋年久失修，变成
了危旧房。当地政府在
商业区搬出之后，先后
对老街两侧危旧房屋进
行了保护性加固、修缮
或重建，共拆除危旧房
屋6处，涉及面积730
平方米。本着修旧如旧
的原则，最大可能保存
老街原有特色，修缮或
重建古建筑房屋13处，
改造总面积达1530平
方米，使得前童老街逐
渐焕发出新颜。

这几年，前童镇政
府还借助三改一拆行
动，招商引资，着力在

有“家家连流水小桥，
户户通卵石曲径”的花
桥街周边重点打造特色
民宿，在最大化保持古
镇原始风貌的前提下，
通过重建修缮和改建，
打造出尺木草堂、花桥
游居、鹿山别院、上木堂
等6家古镇特色民宿，
共有客房128间，可同
时提供230人留宿。做
到了让游客来之能安。

古镇变美了，前来
游玩的人也越来越多，
据统计，去年古镇共接
纳游客127万人次，今
年前5个月，游客数量
已经达到 72 万人次。
谈起这些，前童镇政府
相关负责人说，这些都
是三改一拆给古镇的发
展带来的机遇和好处。

记 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刘鹏程

路敏艺

巧借东风

昨日，国内首条利用既有线改造城际铁路——宁波至余姚城铁开始
运行试验列车。开行试验列车是线路开通运营前重要环节，这也意味着宁
波至余姚城际铁路开通运行进入倒计时。 记者 范洪 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