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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云山一面城”。杭州的西
湖，就是天生丽质。

西湖的来历，多有美丽的传说。
其实西湖的前身，本为与钱塘江相通
的浅海湾。因江潮挟带泥沙长期堆
积，使海湾渐为泻湖。大约在 2600
年前，受淤积的泥沙堵隔，泻湖变为
淡水湖泊。经历代不断疏浚建设，遂
成风景内湖。

西湖最早称武林水。“西”湖之
称，出于隋后。因钱塘县城从湖西迁
建到了湖东，内湖转位居城西，故名
西湖。至迟在唐代，“西湖”之名已被
频繁使用⋯⋯

纵观西湖的演变史，就是一部保
护与治理的历史。史载从唐代到清
末，对西湖较大规模的疏浚治理共有
23次。个中有3位“市长”，厥功至伟。

公元 822 年，白居易来杭任刺
史。到任当天，就写了《杭州刺史谢
上表》，从此开始了伟大诗人与美丽
山河的千古绝恋。白居易在杭政绩
多多，最突出的是疏通六井和整治西
湖，筑建湖堤。

第二位“市长”，便是苏东坡。他
在杭任职期间，赈灾安民、治理河
道。1090 年，为西湖请命，上书宋哲
宗，写下《乞开杭州西湖状》，断言曰：
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
可废也。发起西湖大整治，动用了20
万民工，挖淤泥葑草筑就“苏堤”。西
湖自此天堂美景初现⋯⋯

1503 年，杭州迎来了另一位“市
长”杨孟瑛。他整整花了 5 年，才说
动明朝廷重治西湖。动用民夫 8000
人，历时152天，除田荡清淤泥，填高

拓宽苏堤，恢复了“湖上春来水拍天，
桃花浪暖柳荫浓”的唐宋景观；再筑
一长堤（杨公堤），使西湖免遭淤塞和
侵蚀，又新添了胜景⋯⋯

三面云山，中涵碧水，东临杭
城。西湖之美，美在如诗如画的湖光
山色，美在湖山与人文的浑然相融，
美在人们的悉心呵护及对历史文脉
的传承。

三潭印月、湖心亭和阮公墩，3个
人工小岛鼎立湖心，是湖中游览胜
地；沿湖有曲院风荷、花港观鱼、柳浪
闻莺等，皆为特色园林；环湖山色葱
茏，画桥烟柳，云树笼纱。

景区内植物资源丰富。逶迤群
山之间，有林木苍翠的吴山、凤凰山、
玉皇山等风景区；深藏有烟霞洞、石
屋洞、紫云洞等奇异洞景，虎跑、龙
井、玉泉等名泉，峰奇石秀，林泉清

美，溪涧幽深。
西湖是个传奇宝库。蕴含佛、

道、忠孝、藏书、茶禅、印学等文化，将
自然、人文、历史、艺术巧妙地融为一
体。白娘子与许仙、梁山伯与祝英
台、岳飞、秋瑾，众多浪漫优美的神话
传说，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脍炙人
口，百世流芳。近 1700 年的江南名
刹灵隐寺, 岳庙、六和塔和飞来峰等
名胜古迹，荟萃湖周，声名显赫⋯⋯

1982 年，西湖成为我国首批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

1985 年，西湖被评为“中国十大
风景名胜”；

1999 年，提出西湖申遗。2011
年 6 月 24 日，申遗成功，成为我国唯
一一处湖泊类的世界遗产。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称，西湖是“世界文化景
观的一个杰出典范”。

三面云山中涵碧水 湖山人文浑然相融

——世界文化景观“杰出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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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杭州这么牛掰！身在杭州好
幸福！”9月 28日，网上“要出发周边游”
的一个帖子，连发了4页图文，羡慕着点
赞西湖景区⋯⋯

西湖、杭州，是确实牛掰！十一黄金
周，来杭的游客多达 1200余万，而其中
竟有450多万人是到西湖景区的！

西湖，杭州市民逛不厌，海内外人士
游不腻！毋庸置疑。

“西湖，可说是首次来杭游客的必选
项！”长期关注风景旅游的行家，言之凿
凿。引用不少游客的话说，“不去西湖，
就是没有来过杭州”。

“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美是杭
州”；“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在此
湖”；“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
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
娃”⋯⋯唐宋大诗（词）人的好诗妙词，至
今仍感染着人们⋯⋯

徜徉于深秋的白、苏二堤，吟诵着他
们的诗词，极目山水佳景，怎能不陶醉其
中？醉得我们如入梦境，叩问白、苏、柳
三老：看着这千年瑰宝保护传承得熠熠
生辉，甚至成为蜚声世界的文化遗产，诸
位会颌首含笑乎？

相信，大诗人们也会感谢“护湖使
者”的。正是他们，用行动续写着新诗佳
作，不断地为明珠增光添彩！不久前，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
区管委会“世界遗产保护管理荣誉证
书”，即是一个明证。

“保护西湖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作
为‘第一责任人’，我们任重道远。”杭州
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主任刘颖表示，
继续当好薪火传人，“尽忠报国”，把这份
全人类的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利用
好，让西湖再活一个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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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活一个再活一个20002000年年：
厚重世遗无价瑰宝“淡妆浓抹”熠熠生辉

极致的西湖美，得益于历代志
士对西湖的保护与建设，不断赋予
人工美，使西湖成了自然美与人工
美完美结合的典范。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政府重
视保护西湖风景名胜古迹。尤其是
西湖成为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
来，杭州开展全面整修湖墈，实施引
钱塘江水入湖工程、改善西湖水质，
规划建设太子湾公园、曲院风荷、城
隍阁景区等，产生了西湖新十景⋯⋯

“进入 21 世纪，对西湖进行全
方位保护，既是历史的延续，也是
历史的必然。”西湖风景名胜区管
委会副主任孙德荣说，建设国际
风景旅游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必
须 保 护 好 西 湖 ，弘 扬 文 化 多 样
性。 2002 年，深思熟虑的杭州市
委 、市 政 府 ，作 出 了 几 项 战 略 决
策：实施西湖综合保护工程；调整
景区管理体制。成立杭州西湖风
景名胜区管委会，负责托管景区
内的街社农村，代表市政府实施
统一管理，履行景区全域保护、利
用、规划、建设职能。西湖风景名
胜区自此进入了“强有力的、统一
的管理机构实施统一管理”的保
护提升新时代。

“保护西湖、申报世遗，申遗促
进着保护”。规模宏大的西湖综保
工程，按照“保护第一、生态优先，传
承历史、突出文化，以民为本、为民

谋利，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原则，以
核心景区为重点，围绕生态保护、环
境美化、文脉延续、景观修复、水质
治理、建筑整治等，对西湖景区进行
全方位保护和整治。在 5 年计划完
成后，不断提出新要求，适时实施新
项目⋯⋯

先后建成西湖南线、杨公堤、龙
井茶文化和两堤三岛景区，湖滨、灵
隐和吴山新景区，梅家坞茶文化村、
北山街历史文化街区和高丽寺、八
卦田遗址公园等项目。仅杨公堤景
区，即增加了茅家埠、乌龟潭和浴鹄
湾 3 个水面，将西湖向西推进了 70
公顷，水面扩大 16%，达到 6.5 平方
公里。

新建和修复了西湖博物馆、江
洋畈生态公园、
万 松 讲 堂 等 景
点；整治了九溪
等“景中村”，拆
除违建等 58.5 万
平方米，外迁单
位 和 住 户 3000
多家，减少景区
人口 7000 多，新
增绿地上百万平
方米。实施水环
境综保工程，完
成西湖疏浚以及
引配水工程，湖
水 实 现 一 月 一

换，西湖水质极大改善⋯⋯
持续 10 多年的西湖综保工程，

共恢复、重建、修缮历史文化景点180
多处。极大地丰富了“西湖天下景”
的蕴涵，显著提升了历史文化品位，
获得多项全国性大奖。“西湖圆了‘一
湖两塔三岛三堤’的全景之梦，形成
了‘东热南旺西幽北雅中靓’的新格
局。”省委党史研究室撰文说，延续
2000年的古老西湖实现了新生！

西湖申遗专家组成员林正秋教
授称赞：“持续的综合保护成效明
显。在保留西湖景观完整性、真实性
基础上，改善了水质和生态，古色古
香的湖岸景观也得以恢复，更好地衬
托出自南宋遗存至今的西湖独特山
水文化景观。”

保护第一生态优先 传承历史弘扬文化

——古老西湖盛世“全景梦圆”

保护西湖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法制与规
划十分重要。

“自 1999 年启动西湖申遗以来，杭州就高度
重视法规规划，强化依法依规保护。”孙德荣介
绍，这些年来，以《杭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办法》为龙头，制定
了涵盖西湖景区、西湖水域、文物管理等的系列
法律法规，编制了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规划、
西湖景区总规以及九大分景区的专项规划，景区
综合交通和北山街保护等的系列规划，为有效保
护西湖提供了法律保障和科学依据。

“保护西湖，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只有逗号，
没有句号”，这是历任市领导所强调的，也是景区
管委会的共识。他们脚踏实地，频出新举措，坚持
努力做好保护、管理、经营“三篇文章”，巩固完善、
延伸辐射西湖综保成果，持续提升保护水平。

12年前，在全国旅游景点的“普涨”声中，杭州
“还湖于民，大气开放”，宣布西湖环湖景区免费开
放，成为全国首家不收门票的 5A 级景区。到如
今，免费景点已达 130 多个，占景点总数的 73%。
引来游客量不断飙升。创造了国内景区数个第一
的背后，也给西湖景区保护管理提出了更高要
求。

西湖成功申遗，更是抬高了景区保护的标
杆！“‘管理国家公园’和‘管理世界遗产’，是完全
不同的概念。免费不降服务，申遗促进保护”，管
委会誓将西湖景区打造成“最清洁、最美丽、最文
明、最有序、最安全”的世界遗产地。

在全面落实世遗公约的同时，全方位加强了
景区的清卫保洁、四季花事、旅游秩序、志愿服务、
安全保障等。形成西湖特色的常态化管理机制，
成立了市政市容、园林养护、行政执法3支快速反
应队伍，实施全天候巡查；成立西湖监测管理中
心，建成基本覆盖全景区的千眼监控网；景区公安
变革实施“全景式”巡防警务制，所有警力压向路
面，“三班制全天候、全覆盖”⋯⋯

如今，全域 11 个景区、100 多个景点，60 多处
市级以上重点文保，20多座博物（纪念）馆，均处于
严密的监测保护之中。管委会严格、依法和高效
的管理，近日受到省建设厅厅长谈月明的现场肯
定。在市直单位年度综考中，西湖风景名胜区（市
园文局）连年名列第一，就是公众对他们的奖赏。
南非开普敦市议长感慨说：“这么大面积的开放式
公园，管理如此井然有序，真是不可思议！”

让人赞叹的还有管委会管起了景区全域的空
气！11月17日，管委会联合市文明办等6单位，发出
倡议：希望游客、市民朋友，共同选择绿色、低碳游览
西湖，不驾高排放车辆进景区，停车3分钟自觉熄火
⋯⋯引来社会一片叫好，“从保护水质、环境等，到现
在管空中大气，西湖的保护又上了一个新层面！”

“西湖是杭州的根和魂。我们只是受民族委
托、受后人委托的‘保管人’，必须恪尽职守，不惜
一切代价保护好⋯⋯”在年度汇报中，管委会的心
声铿锵有力，深深地打动着我们⋯⋯

依法科学管理世遗
不断提升综保水平

——保护西湖终是

“永恒主题”

本版照片由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提供
灵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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