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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头衔带来了什么？

如今，行走在三清山的栈
道上，游客们常会发现栈道中
间立着一棵古树，上面悬挂着

“保护古树，小心碰头”的提示
牌，需要绕过才能前行。游览
的过程中，游客们还会时常看
到这样的一幕：环卫工在搭档
的帮助下，将绳子一端固定在
悬空栈道护栏上，另一端系在
腰 上 ，慢 慢 地 放 绳 顺 崖 而 下 。
经过 20 多分钟的周折，空降到
落差几百米的山谷中，只为捡
起游客扔在山谷中的塑料袋或
是饮料瓶。

这些每天都上演的惊险场
景，是三清山环境保护的一个
缩影。申遗成功以来，三清山
迎来了发展黄金期，但游客量
的 迅 猛 增 长 给 景 区 的 环 境 卫
生、资源保护、接待服务等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世界遗产公约》对遗产地
的要求十分明确：保护、保存、
展示和遗传后代。要效益还是
要环境，如何在科学发展中破
题，这是申遗成功后诸多遗产
地面临的难题。

去年 8 月，《关于进一步加
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世界遗
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强
调，坚持“科学规划、统一管理、
严格保护、永续利用”原则，正
确处理风景名胜区和世界遗产
保护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关
系。

如今，三清山的相关保护
措施在升级。比如，通过实施

“无烟山工程”、关闭采矿点、恢
复生态植被等措施，保护资源
和生态环境，同时严格实行“山
上游、山下住”“净菜上山、洗涤
下山、垃圾下山”以及旺季限客

等规定，努力减少人为因素给
遗产地带来的环境压力。

“申遗成功之后，我们对花
山的保护更重视了。”花山岩画
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保护
花山的目的是传承，开发要在
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在花山搞
旅游开发，必需严格依照文物
法规进行。《左江花山岩画文化
景 观 保 护 管 理 总 体 规 划

（2014—2030）》和 2018 年 7 月
15 日起施行的《崇左市左江花
山岩画文化景观保护条例》，是
花山岩画保护利用的依据。

“左江花山岩画是文化景
观类型的世界遗产，是人与自
然的共同创造。保护花山，不
仅要保护岩画，还要保护与岩
画有密切关系的自然环境，以
及这个区域优秀的民族传统文
化。”朱秋平说。

据花山岩画管理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花山岩画遗产区仍
处在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慕
名而来的游客带来很大商机，
也给景观保护带来考验，“进行
花山旅游开发利用应力避‘重
开发，轻保护’，在岩画核心景
区内的工业、旅游项目方面，对
有可能影响岩画保护的项目坚
决予以撤下。”

每年的世界遗产大会，都
会重申世界遗产所代表的人类
更为永恒与久远的价值观，对
于 这 些 申 遗 成 功 的 遗 产 地 来
说 ，如 何 创 新 、有 效 地 做 好 保
护，是一道永远的试题。

（孙超 李纵）
据《人民日报》

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我国世界遗产地已达53处，数量名列前
茅。然而，一些地方也存在“重申遗轻保护”的现象。在经济效益和合理利用之间始终存
在着博弈，全球皆然。

申遗成功后，过得怎么样？记者回访了广西花山岩画和江西三清山，看当地变化、
听百姓心声。当然，这种回访更大的意义在于寻找、梳理、提炼当地在保护和开发中的
探索和创新，目的只有一个：让传承不绝，呵护世界遗产所代表的人类更为永恒与久远
的价值观。

“我与花山岩画的情缘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
初，那时我高中刚毕业，来到花山所处的乡间小学
当老师。”朱秋平在 1991 年调到了县文化局文物
所后，就一直致力于花山的保护和申遗。

左江花山岩画是壮族先民骆越人创造出的一
系列由岩画、山崖、河流、台地等要素共同构成的
文化景观遗产，是世界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岩画群
之一。花山岩画位于广西宁明县大山深处，申遗
前，面临岩石风化开裂、岩画剥落、污染物覆盖等
严重病害。“花山岩画保护工程持续了 18年，尤其
是开始申遗以后，投入的资金更是逐年增加。到
目前，共投入经费总计达 1.8亿多元。”朱秋平说。

申遗不仅需要保护岩画，对周边环境同样有
要求。当地制定了细致的方案，通过改善交通基
础设施、沿河村屯民居改造、遗产区内 4个码头的
综合整治及景观提升，花山景区的各项基础设施
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改观。朱秋平说，申遗本身就
是一次全面的保护。

而在江西的三清山，申遗成功提高了当地旅
游的品牌含金量，促进旅游业快速发展。

“世界遗产景区是国内外大型旅行社的重要
客源市场，申遗成功改变了三清山客源结构单一
的局面，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发达地区和国外游客
以团队形式来景区旅游。”参与当年申遗的时任景
区管理局局长、现管委会副主任颜国忠说。

数据为证：2008 年三清山申遗成功，当年即
接 待 境 内 外 游 客 131 万 人 次 ，比 2007 年 增 长
30%。2017年，三清山风景区共接待境内外游客
2061.3 万人次，较 2008 年增加 14.7 倍，旅游综合
收入较 2008年增加 14.4倍。

“不容易啊，走了 13年的申遗路。”回忆起
当时的场景，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文物管理所所
长朱秋平仍然心情激荡。2016年7月15日，广
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举行的第四十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审议，被
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从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公约》到1987年诞生首批6处世界遗产，如今，
中国拥有世界遗产地 53处，数量名列前茅，其
中既有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这样的文化遗
产，也有九寨沟等自然遗产，还有泰山、黄山等
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世界遗产的头衔意味着
什么，申遗成功给当地带来哪些改变？

涨人气：
旅游品牌响了
保护投入多了

周边环境更好了

“我是土生土长的三清山
脚下东坳村人，原先在三清山
的核心景区开饭店，后来响应
号召拆除了。”现在鲍缨来经营
着位于三清山金沙服务区的农

家乐，家里四兄弟也直接或间
接从事旅游业，有经营旅行社
的，也有从事景区经营管理的。

他们一家，见证了三清山
从 开 发 、发 展 到 壮 大 的 过 程 。

生活在这里的“土著”们，从核
心景区走出来，守护着这片盛
景，也成为世界遗产的建设者
和获益者。

据介绍，三清山申遗成功
10 年间，当地约有 1 万名外出
年轻人返乡创业，一批富余劳
动力实现就地转移就业。山里
人家大转型，伐木工转变为护
林员，采石工转变为轿工。景
区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也
从 2010 年 的 7481 元 提 高 到
2017 年的 24713 元。如今，“吃
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
看农家景、购农家物、体验农家
生活乐趣”是三清山的旅游亮
点，也是众多山里人家的“致富
经”。

在花山，类似的故事也在
上演。花山寻根游、岩画探秘
游……旅游收入比申遗前翻番
了，政府调整产业，发展观光农
业、新型农村合作社等，与文化
旅游产业相结合，引来众多年
轻人回乡。

当地百姓对家乡充满了自
豪感和认同感。花山岩画岸边
的耀达村赖江屯有位 78岁的壮
族老人，他叫陆焕明，经常领着
儿 孙 给 村 里 的 绿 化 带 浇 水 修
剪，被称为“护花使者”。花山
岩画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申
遗成功以后，许多村民都自觉
参 与 到 遗 产 保 护 和 开 发 利 用
中，成为保护花山岩画的强大
后盾。

正转型：

当地百姓成为世界遗产的守护者、建设者、获益者

破难题：

面对激增的压力，规划更科学，保护更严格，开发更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