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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减少干预

尽可能发挥生态系统自我修复
能力，避免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过
度干预，是实现生态景观资源可
持 续 利 用 的 重 要 手 段 之 一 。 为
此 ， 黄 山 风 景 区 设 定 最 大 承 载
量 ， 实 行 “ 分 时 实 名 预 约 ” 游
览，最大限度减少旅游活动对生

态景观带来的影响。
大学生小王就是通过“分时实

名预约”方式走进黄山风景区的。
他先登录黄山旅游官方平台，进行
门票预约，选择入园时间段并填写
自己的实名信息、支付完成即完成
门票预约后，在选定的游玩日期和
时间段内刷证入园。

黄山风景区实时公布单日最大

游客承载量。疫情之前，在没有极端
天气情况下，为每日最多 5 万人。接
待游客不得超过规定容量，当景区当
日接待量达到最大承载量的80%时，
及时对外发布预警信息。

随着游客增多，黄山部分景
点，如天都峰、莲花峰等，游道两
侧的植被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受

“封山育林”“海洋休渔期”的启

发，黄山风景区在国内首创景点
“轮休”制度。经过多年实践，现在
黄山莲花峰、天都峰等主要景点每
3—5年封闭轮休一次。

在景点轮休期间，黄山风景区
实行动态监测，包括水土流失治
理、树木保护、植被生长量调查及
防火巡查等，以自然修复为主，辅
以一定人工措施，促进植被恢复。

黄山：科学保护生态景观
李 维

5月的黄山，杜鹃盛开，松柏苍翠，山泉奔涌。在缥缈变幻的云雾中，雄
伟的花岗岩山峰和挺拔的黄山松时隐时现。林间，八音鸟唱着悦耳的歌曲，

巡视地盘的短尾猴和勤劳觅食的小松鼠奔跑跳跃，它们与前来游玩的客人，
共享黄山的生态美景。

1. 景观独特

安徽省黄山风景区是中国重要
的自然保护地，世界知名的旅游目
的地，也是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世界地
质公园、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三顶桂
冠的名录遗产地。

这里，生态景观丰富多彩。在
160.6 平方千米的景区范围内，88
座千米以上的山峰构成了黄山的骨
架；涧溪泉瀑以莲花峰、光明顶诸
峰为中心在山谷间呈放射状分布，
在山脚聚集成4条大河，其中麻川
河、浦溪河、秧溪河往北经青弋江

后流入长江，丰乐河往南流入钱塘
江，最终又在东海汇集；在山的孕
育和水的滋养下，景区自然分布高
等 植 物 2385 种 ，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98.29%，有 73 种哺乳动物、59 种
两栖爬行动物、32种鱼类、246种
鸟类、175种昆虫以此为家。

这里，山水相依，各景观要素
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组成一个有
机的整体。高大的山峰与深切的峡
谷相互交错，形成了特殊的局部小
气候，影响了黄山植物的垂直分布
与野生动物的繁衍栖息；花岗岩及
其风化壳在为黄山植物的生长提供
物质基础的同时，也在生物风化作

用下逐渐破碎；流水不仅与大山共
同孕育了生命，也通过无时无刻地
侵蚀和搬运默默地改变着大山；云
雾既是黄山著名的气象景观，又是
重要的生态资源，能为黄山松的生
长提供水源。

黄山生态景观不仅为当地居民
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活必需品和健
康的生存环境，还为游客提供了独
特的景观文化。

奇松、怪石、温泉、云海、冬
雪，被誉为黄山自然景观之“五
绝”，是黄山生态系统组成要素中
最具自然美的部分。

奇松——黄山松，是以黄山命

名的两针叶松树，广泛分布在黄山
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峰涧谷；怪石，
是花岗岩在风化、冰劈、重力等作用
下形成的石柱（群）、石蛋、石锥等象
形景观；温泉，多指南坡前山温泉，
被称为“灵泉”；云海，是黄山气象景
观的代表，变幻莫测的云海令人仿
佛置身仙境；冬雪，是黄山“五绝”中
唯一的季节性景观，雪中黄山，宛如
童话世界。

古往今来，以“五绝”为代表的
黄山生态景观，吸引了无数文人墨
客和观光游人。自1982年设立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以来，40年间，黄山风
景区累计接待游客6300多万人。

2. 系统保护

对于一个年接待数百万游客的
风景名胜区来说，如何保护好景区
的生态系统是一个重要课题。

黄山风景区很早就认识到地球
系统科学在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系
统治理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近年
来，与高校联合开展了多个科研项
目。2018 年，黄山风景区管委会
和清华大学经过三年的采样、试验
和分析，对黄山松水分利用机制科
研有了新突破，终于认识到，黄山
松不仅能跟普通植物一样，利用根
系从岩石裂隙和土壤中吸收水分，
还能利用针叶，直接从云雾中吸收
雾汽水，并将其向下传输到根部，
尤其在无雨但多雾的气候条件下，
黄山松吸收利用雾汽水的比例非常
高。该课题为深刻认识黄山生态景
观价值和系统保护生态资源提供科
学支撑。

为时刻掌握生态景观的健康状
况，黄山风景区建立了生物多样性
观测大样地、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基
础数据库，开发了遗产监测信息系

统，并在野外布设红外相机 60 台，
对陆生脊椎动物进行长期、系统的
调查和监测。

对于具有特殊文化和精神价值
的生态景观，景区采取更加严密和
细致的监测和保护。从1981年底开
始，黄山风景区管委会确定专人对
被誉为国宝的迎客松进行 24 小时
监测保护。胡晓春，是黄山风景区第
19 任迎客松“守松人”。从 2011 年
起，除了休息日，胡晓春每天都要对
迎客松进行每2小时一次的细致监
测，监测对象不仅包括迎客松自身
的树皮、树冠、松针等生长状况，还
有气温、降水、风力等自然环境情
况，对监测内容及时报告以便景区
采取应对措施。遇到台风、大雪、强
降雨等恶劣天气，胡晓春还要增加
监测频次。

在“守松人”持续监测的数据
基础上，由多学科知名专家组成的
古树名木专家组每年对黄山的重点
古树名木开展体检和会诊，指导景
区通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新设备运用，提升监测和保护的科
技含量。

“一湖西子水，半壁桂林山”是
对黔北遵义桐梓小西湖山水景观的高
度概括与浓缩。小西湖离桐梓县城
三四公里，离遵义50多公里。

湖水从溶洞里来，穿越上天门、
下天门而去，县城的生活饮用水都靠
这里供应，水还被引到县城高铁东站
建了小西湖湿地公园，由此可知，这

儿的水质有多清澈，明净；湖水深藏
在大娄山深处的一个盆地里，波光潋
滟，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很多神秘的故
事，动人的传奇。

新中国成立前，修建这座湖的
厂长总工程师和很多工人都是浙江
人，他们因家园沦陷不愿做亡国奴
而流落到此，为了寄托报国之志、

思乡之情，按杭州西湖的格局、景
观设计修建了湖心亭、放鹤亭、望
湖亭等景观，并将人工湖命名为小
西湖。

这里不仅山色空蒙、风光旖旎，
更主要是人文历史丰富，厚重。上世
纪30年代，红军一军团曾在这儿的天
门洞打土豪，分田地，得到长征以来
的最大补给；40代建造的贵州省第一
个地下水电站，给四十一兵工厂提供
电力保障，为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
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来过小西湖的很多人都说，这儿
是世外桃源：湖四围围着层层叠叠的
青山，中间两汪碧水，可谓别有洞天。

每到阳春三月，两岸垂柳依依，茂林修
竹，藤萝缠绕，林木蓊郁，燕语声声，流
水潺潺，桃花、李花、梨花竞相怒放，好
一幅迷人的春色。

这儿的上下天门洞属典型的喀斯
特地貌，洞中有洞，洞上有洞，洞洞相
连，怪石嶙峋，曲径通幽。岩壁处建有
玻璃栈道，高空溜索，湖心开发有皮艇
游船。喜欢寻求刺激的游客可以玩溜
索、走玻璃栈道；带孩子来的游客可以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亲近各种萌宠动
物；喜欢安静的游客，可以在这里荡
舟、垂钓、散步、打太极拳。这儿还有亭
台楼阁、小桥流水，是拍婚纱照、拍抖
音、拍微视频的绝佳选择。

十万屋基，位于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车田乡
东积湖，是一处明代酉阳东部地区土司基层组织的遗址。
数百年来，它静静地倚靠在石门坳大山，述说着往日的沧
桑和传奇。

随着战火消失在岁月深处的土司城，曾经人声鼎沸，
上演过惊心动魄的权力纷争，经历过刀光剑影的惨烈厮
杀，响彻过战鼓擂动的号角。

一天，我和车田乡政府文化站的负责人一起，踏着崎
岖山路，走进了十万屋基。一路上，文化站负责人告诉
我，作为土司聚落遗址，在 1987 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
时，文物部门经详细考察后，将十万屋基命名为“何土司
城”，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曾参与2018年十万屋基考古发掘的老农主动给我们当
起导游。他说，“十万屋基”遗址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遗址
内保存的主要遗迹是建筑基址。这里的建筑全部是依山而
建，形成多达数十级的梯状平台。遗址西北部最高处被称为

“皇堂屋基”，是当时土司居住之地。遗址东南部地势较为平
坦宽阔，是曾经的集市区。那时，古道石径蜿蜒曲折，盘山而
上。土家吊脚楼群层层叠叠，鳞次栉比，气势恢宏，壮观雄伟，
恰似一座屹立在大山之间的“天空之城”。

顺着蜿蜒的古道，我们登上了晒金堡山顶。站在山
顶，只见从湖北省来凤县奔腾而来的天龙山在这里此起彼
伏，形成99座莽莽苍苍的峰峦。山顶平地，相传是白氏土
司摊晒金银的地方。山腰那个被村民们称为“藏金洞”的
山洞，据传是当年土司存放金银的仓库。“皇堂屋基”边上
的水沟旁，残缺的石碓和石碾盘不禁让我们怀想当年的岁
月，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尽管面对土司的残酷统治，
仍然乐观开朗，创造了名震渝鄂的苗绣、三捧鼓、打绕
棺、山歌民歌等独特的民间文化。

第一次亲近陕北，是十年前，我从西
安向北，一路上，看见高原不停地变换姿
势，一会儿像趴在地上的狮子，一会像安
静的乌龟。它的背上，驼着属于陕北的沧
海桑田。只是，这漫长的变化，谁也不知
道。或许，在人的意识里，高原就是这个
样子，山也是这个样子，沟渠也是这个样
子。我也是顺从者，习惯了一种肉眼所见
的现实。

是什么改变了我的认知呢？
是中国红！在陕北，中国红指的是苹

果，漫山遍野都是。这红色，到处都是，
像谁撒出去一张网，再也收不回来了。我
坐在车上，走了十里，一看还是中国红，
走了五十里，还是中国红，走了一百里，
还是中国红。

这辈子，感觉都走不出这片红了。
如果来陕西省洛川县采访，大至耄耋

之年，小到黄发垂髫，都会说出两个字：
苹果。然后，便是一系列对苹果的赞词。

当年，苹果只身来到洛川大地，一晃
几十年过去了，洛川成了苹果的家园。

洛川高原，秋色横空，天高云淡，奔
跑的白云下面，是一个个摇曳的红苹果。
陕北的颜色，就是这么热烈，就连人的脸
上，都带着高原红的模样，再加上山顶的一
些红叶，把整个陕北都涂染成一幅温暖的

写意画。
吃一口苹果，一种甜蜜的滋味在舌尖上打转，我不

舍得打破这种幸福，屏住呼吸让这种微细的甜，留下
来，再久一些。一个人，在这种甜蜜里，找到了一种道
不清说不明的感觉。

黄天厚土堆积起来的高原，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圣
地。洛川，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是连接关中和陕北的咽
喉。沃野千里的地貌，让洛川成为陕北的果蔬园。它陪
伴着我们，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在陕北，可以体
味到万物与我的关系，中国红，就是连接两者的纽带。

说到红，我便想起了陕北大红的剪纸，或许，这种
红艳艳的颜色和陕北一脉相承，陕北与红有缘，红军长
征来到这里，成了红色的圣地，此后，红成了一种福
祉。苹果，红艳艳的，这是每一个洛川人，甚至是每一
个陕北人共同认可的一种色调，我们用漫山遍野的苹
果，去创造甜蜜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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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十万屋基”
邱洪斌文/图

大娄山中小西湖
张 维

游客在拍摄冬雪和云海中的天都峰。 梁 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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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苹果成为陕西省的一张名片。 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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