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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石工变成了植草
复绿工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篸。”古
人诗句中的桂林山水，如今风景依
旧。近年来，桂林市大力推进漓江

“治乱、治水、治山、治本”综合治
理，全面清理整治采石场、非法采
砂、住家船及网箱养鱼等，实施漓江
补水、污水治理、护林改造等工程，
漓江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桂林市雁山区大埠乡黎家村，漓
江的一条支流浅浅地穿村而过。要不
是村民毛春发把记者带到村后的这片
凤尾竹林，我们怎么也不相信 10 年
前这里还是一个热闹的采石场。

“这么美丽的桂林，是大自然赐
予中华民族的一块宝地，我们一定要
保护好，再也不可出现乱砍乱挖、杀
鸡取卵的蠢事了。”53岁的毛春发曾
是地道的牧羊人，整天和山林打交道
使他熟悉自然资源分布情况。

黎家村暗嵅村小组附近的石头山
上，富含方解石。2000 年前后，有
人投资在这里办起了采石场，毛春发
也成为了采石场的员工。

“刚开始都需要手工挖，刨掉土
层挖下去全是‘米石’，后面就有大
车开进开出地运，炸山的，运石头
的，十几个人忙里忙外，一天能运二
三十车。”毛春发所说的“米石”就
是方解石，是一种工业原料，当时每
吨售价约 30 元，“我经常从早干到
晚，一天就挣二三十元。”

随着工程的持续推进，山体被越
挖越深甚至从山坡一路向下挖到了地
下河，连同出村的道路也都洒满了碎
石和粉尘。

2014 年，桂林申报喀斯特世界
自然遗产地成功，毛春发说，这是黎
家村生态环境由乱到治的转折点。

“2013 年，暗嵅采石场彻底关停了，
我也从一个采石工变成了村里的植草
复绿工，定期在山间巡视，有时帮植
树种草，只要有复绿任务，每天能有
120元收入。”毛春发感慨说，“能守
护好这方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让子子
孙孙永续利用，知足啦！”

其实，国家历来重视桂林山水的
保护，特别是对采石问题要求很严。
2012、201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漓
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桂林市
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 相继出
台，对风景名胜区内的自然保护工作
和有关建设活动做出明确严格的要
求。但漓江流域生态管理工作涉及
20 多个部门，管理体制机制并未理
顺。2013年4月，桂林市委、市政府
全面整合各方力量和资源，挂牌成立
了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工委、管委统
一管理、统一经营、统筹各方利益，
改变了过去“九龙治水”的混乱局

面。这也是关关开开的黎家村暗嵅采
石场，能在 2013 年底彻底关停的根
源。

漓江保护，不能止于此。
2019 年底，桂林漓江风景名胜

区管理委员会争取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修复资金，组织实施暗嵅采石场
生态修复工程，总投资 200 万元，
修复面积 8207 平方米，采用堆叠植
生袋和覆土种植等方法，种植适应
性高、生长快、维护少的栾树、葛
藤、类芦、芭茫等乡土植物，采用
近自然的修复工艺，最大限度实现
生态景观原真性。

矿山复绿了，要最大化发挥景观
效益，还需进一步提升改造。2015
年以来，桂林市投入 17 亿元，打造
漓江东岸百里生态示范带，建成沿岸
生态慢行步道、历史文化长廊、景观
亮化工程，实施“绿化、彩化、花
化、果化”工程，实现景观资源可持
续利用。

随着环境逐渐改善，近些年村子
平常可见的鸟类种类变多，连对生态
环境十分挑剔的白鹭也越来越多了。
生态环境好了，加上村里保留有古栈
道等古迹遗存，近年来，徒步进村的
游客也多了。“经常有游客来就吃点
农家饭，有些也会买些农产品。农户
多了一些增收渠道。”毛春发说。

“从‘糖厂’到‘糖舍’
一字之差，却是空间梦幻
般的蜕变”

进入阳朔县城的国道车水马龙，
在一处高大茂密的竹林掩映的小门
前 ， 诸 葛 亚 兴 奋 地 停 下 来 脚 步 ：

“看，如今被称为‘糖舍’的高端度
假酒店，原来是糖厂，那是原来的锅
炉房和大烟囱，外表看上去一点都没
有变化。”

诸葛亚说的“糖舍”，曾是桂林
市四大制糖厂之一的阳朔县国营糖
厂。诸葛亚的父母是这个国营厂的工

人，她自己在这里出生，直到上大学
才离开。工厂就在漓江边上，从漓江
取水，也向漓江排污。由于环保无法
过关，2003年工厂彻底倒闭。

2006 年，这个在漓江边占地近
50 亩的废弃工厂被投资者看中。新
业主怀着对老糖厂工业遗存的浓厚
兴趣，决定在糖厂原址通过改造和
再设计，建设一家有国际水准的高
端精品度假酒店“糖舍”。比如，江
边码头上当年吊运甘蔗的两排高大
的老桁架完全保留，成为露天泳池
的最大看点；上世纪 60 年代的蔗糖
制炼车间，巧妙地改造成了有沧桑
感的现代餐厅和画廊；工厂区原有
的地下管道、普通木窗、坑洼的地
砖都做了保留。

“过去的工业建筑，修饰一下便
具有独特的美感！我们把老建筑保
留 下 来 ， 实 际 上 比 建 新 建 筑 更 昂
贵，花的时间更长。老建筑的修复
持续了 8 年。”投资人杨晓东说。老
建筑保留下来，“糖舍”的魂才在。
直到现在，当地人还习惯称这里为
糖厂，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牌还写
着糖厂站。

有山水，有记忆，有活动，有体
验，“糖舍”成了阳朔高端旅游度假
酒店的标杆，人们来这放松心情、寻
找“乡愁”。尽管受疫情影响各地的
旅游业面临游客不足等困难，但在阳
朔县，“糖舍”每天依然一房难求。

“我听说过这个酒店，但真的来
到这里还是觉得震撼，山水、建筑、
历 史 ， 时 空 融 合 的 美 深 深 吸 引 了
我。”来自英国的游客麦克说。

“甲天下的山水，理应创造出能
永续利用的高附加值。”诸葛亚感慨
说，“从‘糖厂’到‘糖舍’一字之
差，却是空间梦幻般的蜕变。从污染
漓江山水的工厂到发展高端旅游，这
是利用桂林山水最巧妙、附加值最高
的一种方式。”

深厚的工业积淀也为桂林留下了
宝贵的工业遗产。工厂车间、机床设
备……这些遗产记录着城市历史，体
现着城市特色，是阅读桂林的重要物
质载体。芦笛路 8 号原为桂林电子衡

器厂厂址，响应国家政策，采用政府与
企业合作的形式，按照修旧如旧的原
则对废旧厂区进行改造，建成了桂林
智慧谷文创产业园微企孵化器——一
个以文创教育、科技孵化为核心的新
型产业园；城市的另一头，由汽修厂
改造而成的瓦窑公社落成已久，这里
计划通过改造三栋老厂房，打造“桂
林的798”艺术区。

“山清水秀生态美”是桂林的金
字招牌。“最重要的是要呵护好这里
的美丽山水。”桂林市市长李楚介
绍，近年来，桂林市在加快推动绿
色发展的基础上，正围绕提高服务
质量、提升格调品位，大力推进桂
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比如，桂林
的休闲度假、医疗康养等旅游新业
态蓬勃发展，建设了三千漓、桃花
湾等一批休闲旅游度假区，打造了
益田西街、崇华中医街等一批特色
街区，会仙湿地度假小镇等一批投
资 100 亿元以上的健康旅游项目落
地实施。2021 年，70 多家世界 500
强和国内 500 强企业落户桂林，接
待游客突破 1.38 亿人次、旅游总消
费超1800亿元。

“保护好猫儿山的生
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是
保护漓江的基础”

“走慢一点，不要惊到小鲵。”行
走在水塘边，广西桂林猫儿山保护区
管理局保护管理科 90 后科员李永杰
背着挎包，踮着脚，悄声对同行同伴
嘱咐道。

广西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海拔 1800 百米，一个树木重重掩映
的水塘里，栖息着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广西特有物种——猫儿山小鲵，
又称娃娃鱼。李永杰说，小鲵属动物
起源于 3 亿年前，与恐龙同时期生
存，可称得上是“活化石”，研究小
鲵属动物起源、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猫儿山是广西北回归线南侧一颗

“绿色明珠”，连接着中国珠江、长江
两大水系。保护区内森林覆盖率高达
96.48%，是广西原生性最强的水源林
林区之一。2011 年，经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批准加入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
区网络。

“环境破坏了，人就失去了赖以
生存发展的基础。保护好猫儿山的生
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是保护漓江的
基础。”李永杰说。

据介绍，1976 年猫儿山自然保
护区雏形——漓江水源涵养林保护站
成立，从此开启了猫儿山保护的事
业。经过 45 年的建设，保护区范围
内目前共设立 13 个管理站，通过管
理站点标准化建设和人员规范化管
理，利用高效的巡护监控管理系统，
将管理站管护人员出勤情况、巡护轨
迹和事件上报等纳入巡护管理系统，
建立了一支生态保护铁军。

随着保护力度的加大，群众的生
态保护意识也逐渐提高。近年来，经
常能听到受伤的毛冠鹿、小黑熊等动
物误闯入周边的农村，得到周边村民
救助的故事。

“生态环保的意识古已有之，在
旧时生产力相对不发达的背景下，人
们仍然重视生态环保，今天我们更要
传承生态理念。”猫儿山保护区管理
局副局长文忠华说。

为避免保护区“有证开山”问
题再次出现，近些年，漓江风景名
胜区前置审核上收至桂林市市委、
市人民政府层面。2021 年，桂林市
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重新修订 《桂
林市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
岗 双 责 ” 目 标 责 任 制 考 核 实 施 办
法》，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责任制考核，形成

“大环保”格局，实现环境管理全覆
盖。同时将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以生
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状方式纳入全
市绩效管理，建立保证金制度，对
考核优秀的退回保证金并给予工作
经费奖补，对考核不合格的保证金
不予退回并约谈县 （市、区） 主要
领导、分管领导，以严格的问责、
考核机制倒逼责任落实。

广西漓江流域综合治理让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保护好桂林山水，是我们的首要责任”
本报记者 李 纵 祝佳祺

一 江 碧 水 ， 两 岸 青
山，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
这里尽情挥洒，向世人展
现着中华大地的壮美奇绝。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
治区桂林市着力打造世界
级山水旅游名城，坚持把
漓 江 生 态 保 护 放 在 第 一
位，保持山水生态的原真
性和完整性，呵护好甲天
下的桂林山水。通过综合
治理，如今漓江流域森林
覆盖率已达 80.46%，漓江
水质常年保持Ⅱ类以上，
今年 1-9 月桂林地表水环
境质量居全国第三。

“保护好桂林山水，是
我们的首要责任。”桂林市
委书记周家斌说，“我们要
按照生态系统规律，统筹
推进全流域保护漓江、全
覆盖治理漓江、全方位提
升漓江。实施山水林田湖
草沙生态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工程，建立完善漓江流
域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
漓江流域生态保护格局。”

◀图为漓江畔的象
鼻山。

人民网记者
严立政摄

图为俯瞰桂林山水。 桂林市委宣传部供图图为俯瞰桂林山水。 桂林市委宣传部供图

▲ 图 为 在 广
西 猫 儿 山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 工
作 人 员 正 对 猫 儿
山 小 鲵 的 生 活 环
境进行监测。

人民网记者
严立政摄

▲图为漓江流域
鹭鸟翩跹。

桂林市委宣传部
供图

▶漓江上的捕鱼
表演成了许多游客的

“打卡”项目。
本报记者
祝佳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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