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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惠州博罗，不能不提到“二罗”——罗
浮山和罗阳。“岭南第一山”罗浮山吸引

众多游客登高赏景，罗浮文化历久弥新。罗
阳文化却深藏于古城之中，鲜为人知，日渐被
人遗忘。

地处大湾区腹地的博罗县，是广东四大
文明古县之一，拥有着3000多年前的缚娄古
国文明、2200多年的建县历史。罗阳古城见
证了博罗的历史变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
涵，寄托着无数居民的情怀与记忆，更走出了
数之不尽的贤士名流。嘉靖《惠州府志》称：
“惠之才人至宋始著闻，盖自……张宋卿起博
罗，遂为南粤倡。”

近日，记者从博罗县获悉，当地正在实地
调研古城的保护和发展，拟制定《博罗古城文
化旅游休闲区总体规划》。“古城的灵魂与生
命力在于历史文化，打好这张牌，方能激活古
城的生命力。”相关专家建议，要挖掘好古城
历史，保护好文脉基因，使其逐步成为博罗县
对外形象展示的文化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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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历史名人众多 街道保持干净整洁

千年文脉始于葫芦岭 老街巷取名各有特色

曲折幽深的巷陌，隐藏古城深厚
的历史韵味。据邬榕添介绍，这里的
每条街巷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走出
了众多的历史名人。其中，不得不提
的便是韩氏家族。

韩氏家族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
书香世家。在铁炉巷，一座饱经历
史风霜的韩氏大宗祠默默屹立。这
座保存完好的古祠堂始建于元代，
历史悠久。

相距不远的卢屋巷，有着近 300
年历史。这条长不足 200 米、最宽处
仅 1.60 米的古巷也孕育出一批不同
凡响的人物，其中有留美研究生，有
著名北派山水画家、广州美术学院教
授卢振寰等。“古城名人文化是博罗
历史文化资源中的一块人文富矿！”邬
榕添说道。

走在干净整洁的古城中，随处可
见精美墙绘，讲述着美丽故事。在铁
炉巷，一幅铁匠打铁的简单黑白墙绘，
附上“铁炉之名”的文字简介，让人对
巷名由来一目了然。在众多墙绘中，
还有一幅手绘的古城故地漫画格外显
眼，形象地展示古城的文化，让游客居
民们观一画就能读懂老城故事。

在改造中，当地不仅修缮了古街
老巷，还联合公安交警、城管、住建等
部门开展整治行动。漫步古城，几乎
没发现占道经营、乱搭建等现象，街道
保持着干净整洁，保洁人员不时在街
面巡查。罗阳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整治过程中，大力清拆城区内沿街
违规搭建的雨棚、广告牌等搭建物。
此外，清理沿街占道经营、乱摆乱卖，
依法整治塘滩路、环城路沿街多家批
发零售商铺。联合公安交警部门对辖
区的乱停乱放、无证驾驶等违法违规行
为进行整顿。“每天路过干净的街道，看
到好看的墙绘，心情都好很多！”居民林
先生说，博罗老城经过改造，更加靓丽
迷人，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获得老
百姓的一致认可。

坐落在古城东侧，葫芦岭贝
丘遗址公园一派热闹景象，随处
可见居民散步。在葫芦岭观看
朝霞日出，是明清“博罗八景”之
一的“浮碇朝晖”。葫芦岭，又名
浮碇岗。这里不仅是居民休闲
娱乐的场所，还是一处新石器晚
期贝丘遗址，至今已有 4000 多
年的历史。

“博罗人的祖先，最早就是
在这里居住繁衍。”土生土长
的博罗文史专家邬榕添介绍，
从山顶到山脚，随处可见灰白
色的贝壳。这里曾出土了大量
的石斧、石码、石锛等石器，以
及夹砂黑陶、印纹硬灰陶等陶
片，可见先民聚居人群之多，
社会文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可以说，罗阳乃至博罗文化，
便是始于这座不大的山丘。

在葫芦岭之下，金银湖波光
粼粼，周围古屋鳞次栉比，充满
着人情味与烟火气。古城居民
和睦相处，保留着淳朴的民风。
走在城内，青石板铺就纵横交错
的古街老巷，道路干净整洁，曲
径通幽……可感受到浓厚的历
史文化气息。随处可见的精美
墙绘、路牌“讲述”着昔日历史。

秦时，博罗建县，属南海郡，
当时的县治在梁化（今惠东县梁
化镇梁化屯）。南朝梁天监二年
（503 年），析 南 海 郡 ，置 梁 化
郡。而博罗仍属南海郡，乃将县
治迁至浮碇冈之西（今葫芦岭），
在“罗阳”“博罗”两个县名之
间，交替换用了近五百年。至南
汉大宝元年（958 年），复从“罗
阳”改作“博罗”，一直沿用至
今，1000多年再未易名。

为了让民众能够安居乐业，
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 年），城墙
工程全线展开。据《博罗县志》
载：“广二里，表一百二十步，周
六百丈，高一丈六尺，厚一丈。
为垣一千四百三十五。为门五：
东曰安仁，南曰镇远，北曰太平，
西曰银关，五曰安阜。”在城墙一
统之下，县城民众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安居乐业，博罗在东江
流域树立起岭南重镇的形象。

在漫长的历史中，人口逐年
俱增、百业兴旺，形成了铁炉巷、
米仓巷、卢屋巷、武当巷、石滩巷
等特色巷道，古有“三街六十四
巷”之说。巷名五花八门，以居
民姓氏、地理位置、经营行业、人
文特色等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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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博罗古城的保
护与发展备受关注。保护和发
展古城，不仅能留住城市的历史
文脉，激活城市发展的内在动
力，也是民心所向。博罗县文广
旅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
《博罗古城文化旅游休闲区总体
规划》正进行实地调研，项目将
践行“传承延续历史文脉，厚植
传统文化底蕴”原则，守住历史
文化根脉。

为了更好地挖掘古城文化
历史，此前，博罗县召开古城保
护和发展沙龙，众多专家学者针
对《博罗古城文化旅游休闲区总
体规划》建言献策。会上，大家
纷纷认为，不仅要提升与恢复面
貌，更重要的是活化，需要传承
好文脉。在具体实施过程，可遵
循先易后难和示范带动的原则，
全力把古城保护好、发展好。

“一定要规划先行，在做好
总体规划的前提下保护和发展
古城！”华南理工大学广东旅
游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数字乡村与文旅可持续发展重
点实验室主任、教授、博导吴
志才认为，需要挖掘博罗古城
历史文化，推进古城复兴与城
市品质提升，打造好博罗古城
文化旅游休闲区，补齐县城新
型城镇化短板，实现“老城市
新活力”。

“古城首先是本地居民的
古城，其次才是广大游客的古
城！”吴志才介绍，在古城整体
保护中，要注意让当地社区参

与到古城系列规划、政策决策
中，还要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古
城创新创业行动，让当地老百
姓真正享受到古城保护和发展
的实在福利。

吴志才认为，古城保护需要
遵循“三个共生”原则：居民生活
与游客体验共生，践行“主客共
享”，让“幸福居民、快乐游客”
成为古城的靓丽风景线；社区更
新与景区发展共生，统筹好社区
更新与古城文旅发展的有机融
合，创新古城历史文化与城市社
区现代生活景观、生活方式的跨
界融合，实现“城景一体”；在地
文化与新兴业态共生，注重在地
文化的挖掘与活化，引入新兴文
旅业态，推进文商旅融合发展。

接下来，古城该如何走出高
质量的改造发展之路？吴志才
提出，博罗古城是鲜活的古城，
既要有烟火味又有现代气息。
首先，要打造“宜居”古城，推进
社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宜居品
质。其次，“古城的灵魂与生命
力在于历史文化，打好这张牌，
方能激活古城的生命力”。吴志
才建议，要打造“宜文”古城，挖
掘好古城历史，保护好文脉基
因，使其逐步成为博罗县对外形
象展示的文化窗口。同时，要打
造“宜游”古城，活化利用在地文
化，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夯实好
文化旅游产业承载力和市场吸
引力。最后，要打造“宜创”古
城，推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培
育好文化创意产业。

葫芦岭贝丘遗址公园成为古城居民休闲娱乐场所

葫芦岭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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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罗，千年古邑，新时代文明实践成果丰硕。
作为全国首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和全
国 10 个文明实践“先行试验区”之一，博罗实现了
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的县域全覆盖，全面打通宣
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博罗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送文艺下乡丰富百姓文化生活，建乡村广播
站宣传好家风家训，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博罗构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基地、点、户阵地县域全覆盖，形成了文明实践

“1+10+N”宣讲队、“1+1+37+N”志愿服务矩阵，凝
聚了全县近 22 万志愿者、约 1700 支志愿服务队，
不断推动志愿服务理念、机制、活动和队伍等全方
位深入基层。“群众在哪里，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就送到哪里！”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汉朝初授姓囊萤照读诗书继世振家声，宋代
始开基豸史流徽忠孝传家绵世泽。石柱上的这幅
门联，囊括了车氏的来源、家族迁徙……”在博罗
县泰美镇车村村，一场别开生面的课堂上，已到耄
耋之年的退休教师车应腾正在授课。他在有着
630 余年历史的车氏宗祠内，由古说今，从先祖车
邦佑为官清廉的历史典故，讲到党风廉政建设。
台下，学生、村民听得津津有味。

这是博罗围绕文化资源、打造特色宣传和实
践活动的缩影。一直以来，借助新时代文明实践
东风，博罗挖掘传统文化这座富矿，提炼特色文化
元素符号，让浸润于这片土地的文化基因为新时
代文明实践提供丰厚涵养。

博罗新时代文明实践
热潮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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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街巷古韵悠长，干净整洁

博罗古城湖光山色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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