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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行的探路者——

足迹遍布全国各地，爱上驴行乐此不疲

顾伟钟是国网浙江缙云县供电公
司大洋供电所一名电工，今年 58 岁。

他在一次路段检修时，被野外迷
人的风景吸引，便爱上了户外运动。
在别人眼中，他是“天生户外狂人”。

“记得 1979年刚参加工作时，很多
村里都没有电，每天的活就是翻一个
个山头去安装电线。”这么多年下来，
缙云的山山水水都刻在他的脑海里。

2005 年，顾伟钟的工作岗位发生
了变化，原本需要满山跑、抢修线路故
障的他成了办公室一族，一坐就是一
整天。

“坐久了，毛病也跟着来了。当时
我的腿落下了严重的风湿病，经常得

戴着护膝入睡。于是就想着锻炼，每到周末约
上朋友去户外登山。”

几乎每个周末他都在登山徒步，不管严寒
酷暑。

很多人说他是“吃饱了撑着”，而他却说，生
活就是要会折腾。

锻炼期间，顾伟钟结识了金华天下户外俱
乐部的一位户外登山爱好者，他计划在缙云组
织一场徒步穿越。在顾伟钟的带领下，这支十
余人的队伍徒步穿越了石笕天堂峡谷。

“那地方出了名的险，我们手脚并用一鼓作
气爬到顶。喘着粗气回头看看来时的路，四周
群山起伏，河流蜿蜒，太美了！”顾伟钟说，真是

应了那句“无限风光在险峰”。
从此，顾伟钟“驴行天下”的

生涯开启。
从缙云的大小山峰、峡谷古

道，再到省内外天南海北……他
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他的网名

“平安”在驴友圈里赫赫有名。
在顾伟钟的电脑硬盘里，装

着上百个文件夹，一张张相片和
一个个文档详细记录着他的每一
次征途。

2009 年夏天，顾伟钟首次徒
步穿越内蒙古库布齐沙漠。临行
前，他犹豫中反复打点行囊，最终
背上了 26.5公斤重的大包。

沙漠昼夜温差大，白天骄阳
炙烤下的地面温度高达 40℃，而

到了夜里就骤降至零下 10℃。
不仅有来自温差的考验，沙漠里对水分的

需求也是个无底洞，喝多少都不管用。巨大的
耗水量让背包里所剩不多的水成为宝贵的资
源，他只能强忍着干渴。

一天走下来，他脚底起泡，血肉模糊，原本
40码的脚肿胀成了 43码。

“茫茫的沙漠向远处延伸着，直至和天际融
为一体，天就像一个锅盖气势宏伟地把地罩在
其中。这样的美景我从没见到过。”他陶醉在记
忆深处。

“这是成功到达哈巴雪山 5396米的标志牌
前时，不禁腾空而起拍摄的照片。”在他的记忆
中，哈巴雪山梦幻般的美景和险峻的山势深深
吸引着他。

攀登云南哈巴雪山却异常艰险。雪山山顶
终年冰封雪冻，主峰挺拔孤傲，四座小峰环立周
围。随着时令、阴晴的变化交替，雪峰变幻莫
测。

2010 年 8 月底，他穿上冰爪，换上冰镐，扔
下登山杖和背包往顶峰进发。度过重重危机，
成功登顶后，他才长舒一口气，给家里 70 多岁
的老母亲打电话报平安。

“这是台湾的玉山，主峰海拔 3952米。山上
光秃秃的，寸草不生，很多路段直上直下，全靠
锁链前进，人一不小心就可能跟滚石一个下
场。”顾伟钟回忆道。

玉山是中国十大名山之一，以险著称，也被
誉为是“台湾屋脊”，所以每天只允许 120 个人
上山。2014年，为了组织攀登台湾玉山，顾伟钟
托台湾的朋友足足申请了 8次，历时 9个月才最
终批下来。

多年来，顾伟钟这位资深户外领队，曾带领
队友 2 次穿越古库布齐沙漠，并成功登顶过新
疆慕士塔格峰、青海玉珠峰以及珠穆朗玛峰
……他爱上驴行乐此不疲。

美景的推荐者——

15年探索56条驴线，堪称“活地图”

顾伟钟一直有个愿望，想把家乡好看的、好
吃的、好玩的推荐给更多的人，让山区群众靠当
地风景致富。正因为如此，顾伟钟有了编写《缙
云驴道》的想法。

缙云的崇山峻岭之中，40座海拔 1000米以
上的高山和古道，藏在深闺待人识。

许多古道，以前没有路牌标志，这几年通过
顾伟钟和驴友们的捐助，在这些高山和古道上
都做了路牌。路牌上不仅标着线路图和经纬
度，还挂上了当地救援队负责人的手机号码。

2005年，顾伟钟组建了青青俱乐部，每年开
展户外活动 60 余次。顾伟钟不仅自己是驴行
爱好者，还带动了缙云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
这支队伍中来。他创建的户外俱乐部不断壮
大，总人数已达 2000多人。

“其实以前没有‘古道’之说，都只是些山
路。很多古道已完全湮没在野草杂树丛中。探
寻时大部分只能凭记忆估摸方向，披荆斩棘地
在山林中劈出一条路来。”顾伟钟说。

这些年来，顾伟钟和队友们不断地推出新
的“驴行”路线。这些新路线的发现并不是件简
单事。每次都要实地探访数次，记下轨迹和沿
途风景，等到成熟后再取名推出。

2019 年，顾伟钟精心编写出版了《缙云驴
道》一书，这些路线都是当地驴友多年的积累，
是浙江省第一部由驴友们实地考察、记录后整

合的“草根版”运动指南。
“缓缓行，慢慢走，经典驴道不僻静。或山

脊徒行，或高峰穿越，或赏桃花，或识百草……
用脚丈量山川大地，用心感悟世间美景。”

顺着这些文风清新的诗句翻开书页，跃然
纸上的经典驴道路线几乎贯穿了整个缙云县所
有乡镇，每一条路线上还暖心地标明了适龄人
群与向导。

古道行、革命老区行、峡谷、山脊线、原始森
林探险……书中 56 条“驴行线路”总长 1800 公
里，涵盖了缙云除仙都风景区主要景点之外，具
有人文历史价值和独特风土人情的山水峰峦和
古朴乡村。

“有山有水风景优美，外地驴友和游客很喜
欢来我们这里徒步露营，这样就不容易走错路，
而一旦发生意外，救援队员们也能准确无误地
到达现场。”

“这些全部收录在《缙云驴道》这本书里，希
望能有更多人来感受我们丽水的美。”顾伟钟说，
如今丽水这些地方的好山好水，许多过去人迹罕
至的古村、古道成了时下热门的驴行目的地，沿
途村民纷纷做起了小买卖、办起了农家乐。

安全的守护者——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户外救助29人

如今喜欢户外的人越来越多，但是走失、坠
崖等突发意外事件时有发生。

顾伟钟除了自己驴行，还奔波于各类应急
救援和安保等工作中。2013年，他组建了缙云
县户外应急救援队，致力于野外迷路、失踪人员
的搜救。2015年 5月组建了缙云县红十字会应
急救援队。几年来，救援人员已从最初的十余
人发展到了八十余人。

自 2014 年至今，顾伟钟带队组织 260 余人
次参加了 1500多小时的救援，帮助过的人数累
计 29人。

2016年 4月 4日，顾伟钟接到驴友的求救电
话。缙云县东渡镇株树村 87 岁的廖子平在上
山祭坟后失踪。40分钟后，顾伟钟带领缙云县
户外应急救援队和缙云县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
共 3辆车 15人，到达株树村。两支专业救援队
伍经过简单现场了解后，兵分三路与村民一同
展开搜救。经过 64小时漫长的等待，社会各界
300多名救援人员不分昼夜地搜救，4月 7日上
午 7时 40分，老人终于平安归来。

2016 年 7月 20日，温州一村民在青田与温
州交界处失踪，顾伟钟带着缙云县户外应急救
援队队员，和青田、景宁等地救援队冒高温入山
进行地毯式搜索。23日下午，搜寻队员在峡谷
中找到了失踪者。

2018 年 8 月 18 日，上海 4 名驴友在穿越缙
云县经典驴道柿坑大峡谷环线时被困，他带领
缙云县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队员经过一小时搜
救，把 4名驴友顺利带出困境。

“我们希望外地户外团队，来缙云时提前预
约我们的‘地陪’领队。我们派出的带路人不仅
路熟，而且都是户外救援队队员，这样安全会更
有保障。如果对方不需要领队，我们就留给他
们紧急联系电话，以备不时之需。”顾伟钟最后
提醒说。

■本报记者 兰伟香 刘斌

15年来，顾伟钟的足迹踏遍全国各地：

攀登雪山，穿越沙漠，开发古道……

他致力于丽水尤其是缙云本地驴行路

线挖掘整理，不断发掘丽水大花园的美，堪

称丽水驴行路线“活地图”。

他先后组建缙云县首个户外运动俱乐

部——青青户外俱乐部，以及缙云县登山

协会、缙云县户外应急救援队和缙云县红

十字会应急救援队，始终不渝地推广户外

运动，常年组织驴行活动，尽心精选线路，

不断优化分享线路。

他为缙云县境内的高山和古道立碑作

记，精心编写出版了《缙云驴道》一书，摸索

出56条经典驴道。

“驴行活地图”顾伟钟:

15年致力挖掘家乡美景

带领队友走缙云借岭古道山脊线。

和丽水自由自在
俱乐部队员一起走三
岩寺红军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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