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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

商 务 部 主 办 、中 国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

理 干 部 学 院 承 办 的 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自然

遗产保护与管理官员研修

班举办，来自埃及、埃塞俄

比亚、格林纳达、柬埔寨、马

来西亚、斯里兰卡、乌干达、泰

国和伊朗等 9 个国家的 35 名相

关领域官员参加。研修班学员

前往安徽黄山进行现场研学，实

地了解当地自然遗产保护与管理

的具体实践。

“迎客松未来一
定会越来越繁茂”

峰峦叠翠，山泉奔涌，鸟语花香。黄

山是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也是世界地

质公园、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之一。这里分

布着中国近 7%的植物物种和近 10%的动物

物种，是近距离感受中国自然遗产保护与管

理成果的理想之地。

由玉屏索道上山，研修班学员被眼前雄伟

的花岗岩山峰深深震撼。走近黄山标志性景

观迎客松，挺拔的树干扎根于花岗岩裂隙之中，

苍 翠 的 树 枝 舒 展 着 向 外 延 伸 。 如 何 在 海 拔

1680 米的险峻山峰保护好这棵千年古树，引起

了学员们的强烈好奇。

黄山世界遗产管理办公室主任方媛介绍，

从 1981 年起，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设立守松

人岗位，对迎客松进行 24 小时监测保护，“守松

人白天每两小时就要对迎客松进行一次细致监

测，监测内容不仅涉及迎客松生长状况，还包括

气温、降水、风力等周边自然情况。”

迎客松不远处的保护管理工作室便是守

松人常年坚守的地方，8 平方米的小屋里摆放

着 桌 椅 、电 脑 以 及 望 远 镜 、放 大 镜 等 监 测 工

具。当得知守松人早上 6 点半就要开始巡护

观测、一年有 300 天住在山上时，埃塞俄比亚

Openo 理工学院自然资源与旅游教员莫提·西

亚竖起了大拇指，“这样的敬业精神令人感动，

相信在专业人员的呵护下，迎客松未来一定会

越来越繁茂。”

“除了人工巡护，黄山还采用了哪些技术手

段保护迎客松？”有学员发问。“我们联合植物生

理、树木栽培、树木力学等多学科背景的古树名

木专家组，每年对黄山的重点古树名木实施体

检和综合保护工程，并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监测

和保护的科技含量。比如我们自主研发的迎客

松新型弹性支撑杆及支撑头获得了 3 项中国国

家专利，既加大了支撑强度，又提升了支撑的安

全性和稳定性。”方媛说。

继续向上攀登，学员们在关于莲花峰景点

封闭轮休的标牌前停下脚步。黄山风景区从海

洋休渔期和封山育林的实践中受到启发，将“让

山峰也能歇一歇”的设想具化为景点封闭轮休

制度，景区内的天都峰、莲花峰、始信峰、丹霞

峰等陆续实施轮休，每个轮休期 3—5 年。目

前 ，山 峰 轮 休 已 进 行 4 轮 ，6 座 山 峰 先 后 轮 休

19 次。

来自柬埔寨吴哥窟保护与管理局的尤占塔

对这一制度颇感兴趣，向方媛询问实施后的成

效。“封闭轮休后，黄山生态恢复较之前有了明

显变化。我们通过持续监测发现，在经过轮休

后的区域，微生物、动植物分布均较轮休前有显

著改善，动物活动更频繁活跃，植物生长更茂

盛，植被覆盖率也提高了，这对实现世界遗产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媛的回答让尤占塔

不住点头。

“数字创新让景区运行
井井有条”

位于山脚下的黄山风景区保护管理指挥调

度中心是整个景区数字化系统管理、运行维护、

指挥调度的中枢。研修班学员在中心内 46 平

方米大屏显示墙前驻足，一旁的工作人员轻触

鼠标，“黄山风景区指挥系统”收集到的信息开

始在屏幕上不断切换，引得学员们纷纷拿起手

机拍照记录。

点击“游客来源地分析”，来自不同省份游

客数量的排名，以及总数、占比、同比增幅等数

据一目了然。“对于景区来说，利用门票线上预

约过程中积累的游客数据，不仅可以更好地调

动资源，还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调整餐饮、住宿、

旅游文创产品等配套产品和服务，更好地匹配

不同来源地游客的需求。”黄山风景区信息中心

副主任田红向学员们介绍。

“这个线上订票系统真是太先进了！”在听

取了对智能系统的解说后，乌干达旅游部高级

管理员雷蒙德·阿西姆韦点赞黄山的数字旅游

发展，“游客可以错峰选择游览时间，景区也可

以提前获知进山游客数量，做好准备，数字创新

让景区运行井井有条。”

同时，黄山风景区针对游客路线规划等需

求，在“中国黄山”微信小程序上开发了路线拥

堵情况预测、实时客流展示、黄山全域热力图等

功能，辅助游客依据实时客流情况合理安排行

程，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游览体验。

“在山上我看到有很多徒步旅行者，黄山为

他们提供了非常成熟的徒步规划路线，同时实

现了对人流的精准监测，这有助于减少对环境

的影响。我的家乡地处高原，也有很多山区，希

望未来乌干达景区的基础设施环境也能越来越

好。”乌干达旅游部旅游发展官奥马尔·穆翁

格说。

此外，实现游客、管理者和利益相关方的信

息数据系统集成和实时交互也十分重要。“我们

都安装了‘迎客松掌上指挥调度平台’APP。”田

红拿出自己的手机向学员们演示起来，“这个

APP 会对一些重点区域的客流情况进行预测、预

警，我们可以随时查看景区大巴乘车人数和发

车数量等实时数据。另外，出现紧急情况时也

可以通过它实现和指挥中心的实时视频连线。”

黄山风景区森林覆盖率极高，森林防火是

许多学员的关注重点。“我注意到景区里有很多

禁烟标识牌和防火有声宣传站，那么数字技术

在森林防火中有哪些应用呢？”泰国皇家林业厅

休闲森林管理办公室林业技术官员农塔查·桑

努门问道。

“除了刚才在大屏幕上看到的森林防火视

频监控专用管理平台，我们还与中国国内科技

企业合作，探索运用无人机技术建设景区‘天空

地’一体化林火预防监测扑救体系。”田红给出

了答案。

“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生”

绿荫簇拥，碧溪环绕，一排排徽派建筑风格

的别墅错落有致。背依巍巍黄山群峰的翡翠新

村，如一幅恬静幽然的山水画铺展在研修班学

员眼前。

“当地居民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与自然遗

产和谐共处的例子比比皆是。”马来西亚马来半

岛林业局官员瑞妮·李对研修班课堂中曾提到

的翡翠新村案例印象深刻。上世纪 80 年代，村

民们自发把承包到户的山场作股，成立翡翠谷

旅游公司，保护、开发翡翠谷旅游景点，形成农

家乐集群。富裕起来的村民尝到了发展旅游的

甜头后，保护好生态环境成了他们的共识，从此

自觉封山育林，严禁入谷砍伐树木、开采岩石、

污染水源等行为。

近年来，村民们对翡翠新村、翡翠谷景区开

展微改造提升，打造新村“微景观”9 处、“美丽

庭院”20 余处，实现了村在景中、景在村中、村

景相融。随着游客差异化需求不断增加，村民

们也主动适应发展需要，将原有的农家乐升级

改造成民宿，打造“乡村书屋”“乡村咖啡屋”，引

入非遗文化元素，营造小而美的文化展陈空间，

进一步推动旅游转型。“这里环境保护得很好，

吸引了不少游客。旅游业发展带动了当地就

业，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桑努门说。

“我们对中国自然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有了

更深入的认识。”斯里兰卡中央文化基金考古官

员贾亚尼·费尔南多说。尤占塔也表示，现场教

学活动让他能有机会与中国同行交流创新保

护措施，“保护好自然遗产是我们对后代共同

的责任，期待我们能为创造世界遗产可持续

未来而共同努力。”

埃塞俄比亚野生动物保护局国家公园

管理局管理员米赫雷特·埃韦内图表示，此

次研修班让他更好地了解了中国政府为

保护与管理自然遗产所做的协调和合作

努力，“希望这类研修班能继续举办，让

更多有需要的国家学习中国的自然遗产

保护与管理经验，按照本国的具体情况

加以借鉴。”

“中国自然遗产保护与管理事业

取得的成果，是中国各领域发展成就

的一个缩影。”埃及环境部官员艾哈

迈德·哈马达拉是第一次来中国，参

加研修班让他对中国产生了更加

浓厚的兴趣，“中国的经验为我们

的自然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视

角，我要把这些经验带回非洲

去，让非洲自然遗产保护事业

从中受益。”

（韩笑对本文亦有贡献）

图①：黄山迎客松。 瑞妮·李摄

图②：学员们在黄山风景区保护管理指挥调度中心留言簿

上写下寄语。

图③：学员们在位于黄山风景区南大门的黄山门坊前合影。

图②、图③均为方媛摄

图④：学员们参观黄山风景区保护管理指挥调度中心。

安有成摄

图⑤：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宋峰（左侧站立者）

就自然遗产保护与学员们交流。 蔡季安摄

图⑥：黄山风光。 莫提·西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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