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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城重庆，有一个
自称“扫街人”的群体——
重庆市文物保护志愿者服

务总队（以下简称“重庆文保总
队”），从2011年最初的8人发展到
2022年底，已有核心志愿者1720
名，外围爱好者、参与者5万余人。

“小泽，你周末要去参加‘扫街’
活动，你拿的是扫帚还是撮箕呢？”
志愿者向翔的儿子小泽当年才 6
岁，曾被幼儿园小朋友这样问。
“错！爸爸和我是拿的相机和手机，
去给那些老房子照相，我们要保护
好它们！”小泽说。

具有浓烈老街情怀的“扫街人”
用情有多深？做了哪些探索？取得
了怎样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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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拆房人”变“护房人”

2010年10月，重庆历史文化名城专委会主任委员
何智亚的《重庆老城》一书正式出版，后来的“重庆文保
总队”总干事、网名“冰锅”的吴元兵也参加了新书现场
发布会。书上描写的很多重庆老街老巷和老景老物，当
时都没了踪影。作为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冰锅”感慨万
分，当即产生了去记录那些老街老景的冲动。

2011年3月，一个网名叫BT虫（潘雷）的记者，在媒
体上发布了在全市寻找重庆老街巷的报网互动专题“寻
根热”，首写案例是位于南岸区敦厚中段老街的“邮政总
局”旧址。“冰锅”看到后，立即与潘雷联系。之后，在媒
体支持下，2011年4月13日组建了重庆老街QQ群。

“冰锅”是渝中区崽儿，当过公务员，也下海做过生
意。2000年前后，从事房地产行业的他因一个项目涉
及市级文物而停工，开始接触到文物保护，慢慢有了这
方面的意识。

2011年4月29日，“冰锅”组织文物爱好者去参观
了重庆规划陈列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们又先后
去了白象街、山城巷、南滨路开埠遗址等……参观和探
访使他深深意识到，一个拥有历史人文的城市，才不会
是冰冷的。自此，“冰锅”正式从“拆房人”变为“护房
人”，全身心投入到重庆文物保护民间公益事业上来。

网名“袋鼠”的代远翔，是“重庆文保总队”秘书长、
南岸区巴渝公益发展中心党支部书记，他对第一次“扫
街”记忆犹新：2011年10月6日，十余辆自驾车停在江
北红旗河沟渝通宾馆门口，声势浩大。当天，他们不仅

“扫街”北碚，还去合川草街古圣寺探访了陶行知创办的
育才学校旧址。

在随后的两年里，“扫街群”周周有约，活动最多的
2012年，全年有50多次，“袋鼠”参加了30来次。参加
次数多了，他的想法也产生了：出一本《路书》！此后，在
几十名爱好者共同努力下，一本囊括了重庆主城及近郊
39条历史文化探访线路和400多处文物点的《老重庆记
忆路书》，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为了更好宣传，“扫街群”与重庆电台“闲话重庆城”
栏目合作，每周五直播推荐一条线路。后来，重庆电视
台《这里是重庆》栏目也与文保志愿者开展合作，志愿者
们的影响越来越大。

民间的呼声不可小觑

“真正的文物保护志愿者，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
……重庆老街群的那些文物保护者在拆除文物的漫天
黄沙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志士，将更奋然
而前行！”

这是一个网名叫“江北城”的人写的网络文章，此帖
一经发出，“天涯重庆”给予置顶，文管所立即张贴告示：
文物建筑不得拆除！此事获《中国青年报》报道，被《中
新网》转载。令“江北城”欣慰的事，呼吁产生了非常好

的结果：2012年3月10日，南岸
区政府高度重视，给予积极回
应。

于是，重庆东水门大桥顺利
建成通车；南岸区抗战遗址枣子湾
别墅群被保护下来，成为网红打卡
地龙门浩老街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名“鸣哥”的张鸣是
2012年加入组织的，2016年
退休后参与组织管理工
作。他认为，群众力量是
文物保护机构的有益补
充。“‘扫街’是特色，通过

一个‘扫’的动作，把历史的碎片归纳在一起。扫，拂去尘
埃，恢复历史真相。”最让张鸣开心的是，民间呼吁还转化
成了政协委员的提案：要保护好渝北区“百年周氏节孝牌
坊”。消息刊发于2019年1月14日《重庆晨报》……

另一个事例，值得欣慰，说明民间的呼声不可小觑：
2016年11月25日，沙坪坝旅游微信公众号推出文保志
愿者撰写的《一段尘封的历史：寻找大学城历史上的第
一所高校》文章，介绍曾为人民军队培养近万名炮兵军
官和技术人才的重庆炮校，文章在读者中引起广泛关
注。时任区委主要领导知道后也非常重视，多次带队深
入现场调研并作出批示，后来该区文管所对重庆炮校进
行挂牌保护……

巡查路上他们披荆斩棘

“烟姐”是志愿者们对沈志敏（网名雨如烟）的尊
称。沈志敏在北碚区澄江镇长大，从小受家庭影响，喜
欢行走于老街老巷老院子，退休后便加入了文保志愿者
队伍，后来担任了北碚区文物专业巡查队副队长，也是
几个专业巡查队中唯一的女副队长。

一次，他们去巡查胜水寺摩崖造像，该寺位于水土
大堡寨的山顶，无路可达。为了准确记录造像情况，沈
志敏和队长“无忌”（杨春华）等人带着红外线测距仪等
工具披荆斩棘前行，途中遭遇野山蜂攻击，幸好她反应
敏捷，迅速用外衣包裹住头部，并马上蹲下身来，但手臂
还是有几处被刺了。她说，巡查中像这样的意外其实很
常见，“我就是希望能用实际行动，更好地践行老有所
乐，老有所为。”

网名“老胡”的胡学军也是一名专业巡查者，与沈志
敏不同的是，巡查时他常常全副武装，右手提工兵铲，左
手拿开山刀，身上还缠着绳子、吊着手电筒、背着工具
包。胡学军2021年完成了沙坪坝区远郊组七十几个点
位的日常专业巡查，还与同伴先后探寻了江津白沙镇、
巴南区等多处文物。他记忆最深的一次，是沙区远郊的

几处崖居探路巡查。这些崖居通常在半山腰，周围杂草
丛生很难到达。夏天还经常遇到蛇虫等野生动物，只能
依靠专业装备一路艰难前行，甚至还需要安全绳保护下
降，过程既惊险又刺激。他说，尽管艰辛，但到达现场的
那份心情仍无以言表，“想想都成就满满！”

网名“老雕”的刁海波在2019年成为志愿者，2020
年1月加入专业巡查队。三年来，他的工作任务从承担
李子坝到红岩村区域的文物巡查，到担任渝中分队内
勤，负责协调主管部门、统计报表、撰写总结报告、制作
文物档案等，还承担了各区队部分事务的统筹协调。去
年4月，他参与筹建大渡口分队并担任队长。

“老雕”认为，巡查工作非常有必要，是政府管理手
段的有力补充，也是文物生存活化的重要保障，“通过巡
查，给予文物持久深入的关注，及时发现问题和隐患。”

文物“认养”大人小孩一起上

“冰锅”介绍，文物认养自愿服务项目自2018年启
动以来，招募了1350余名志愿者，其中300多名志愿者
参与了文物的“认养”和日常巡护工作。2021年，该项目
获得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组织奖。

网名“兔猫”的万思源是一名警察，他“认养”了三处文
物，此外他还负责江北区和渝中区的文物专业巡查，“巡查
工作虽然看起来枯燥，但长期坚持一定会有收获，且很有
意义。”他讲了两个例子：一是渝北礼嘉九曲河原中央大学
柏溪分校旧址，著名画家徐悲鸿等曾在此教过书。他2017
年发现并报告，2018年得到修复；另一个是2020年底发现
一座老墓，墓碑上字迹已严重风化。他调查发现，墓主人
廖淡如是辛亥革命元老黄兴的夫人，具有重要文物价值，
于是写出巡查报告并上报。很快相关部门派人现场查看，
并及时整修，现正准备申报为市级文物。“重庆是一座有独
特历史的文化城市，我希望多发现和保护这些文物，让文
物讲出自己的故事，以传承重庆文化”，他说。

其实，文物巡查并不仅仅只有大人参加，一些受到
影响的学生也参与了进来。

2020年6月29日，第十二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
新市长奖”颁奖，来自珊瑚实验小学的魏子博成为奖项
得主之一。魏子博因论文《探寻历史遗迹，发掘抗战精
神——重庆市小学生对“重庆大轰炸”历史认知的调查》
而获奖，这个项目也让他获得了第三十四届全国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此外，他还和妈妈参与了文物认
养，他们共同认养了卜凤居和美丰银行旧址，“我很喜欢
文物认养活动，因为它能让我了解更多历史，我还会邀
请朋友一起参加的。”

山城文物“扫街人”

“再不保护，她们就不在了”
从2011年到2022年，“重庆文保总队”历经艰辛走

过了11年，共组织重庆历史文化遗迹探访、公共文物宣
传活动700余期，参与人次5万余人，得到了有关领导
和专家的充分肯定。

2013年6月9日，“重庆文保总队”推荐的三名群友
获得“重庆首届十佳文物保护志愿者”称号，从此他们荣
誉不断：2017年，获“薪火相传”讲好中国故事全国十佳
团队；2019年，“历史文化地标展示项目”荣获中宣部等
颁发的全国“四个100”最佳志愿服务项目；2020年，“文
物认养志愿服务”项目获团中央等颁发的中国青年志愿
服务大赛金奖……

荣获 2019 年“全国最美文物
守护人”的吴元兵说，每座城市都
有属于自己的记忆，也都需要一
种可以触摸的温度和能够感知的
力量，“访古寻踪，注定是一项长
期枯燥而艰难的跋涉。但再不寻
访，我们就老了；再不保护，她
们就不在了。”

（作者单位：重庆市
南岸区政协 图片由
作者提供）

□胡雁冰

55万多人拿相机或手机万多人拿相机或手机，，他们只钻老他们只钻老
巷子只看老房子巷子只看老房子————

文物保护志愿者正在巡查

文物保护巡查现场

他们关心重庆的老街老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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