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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之城”发现
8座古城遗址

联合国世界地质公园
增添6个中国“新成员”

延伸阅读

黄龙洞景区对外开放 40年来，共接待中外游客近 3000万人。武
陵源风景名胜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0多年来，又陆续获得世界地
质公园、国家5A级景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张家界地貌”命名
地等称号。

为钟乳石做“美容”

2024 年 2 月 10 日傍晚，正是龙年
春节的欢聚时刻。在湖南省张家界市
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黄龙洞景区
游人渐渐稀少。在洞中有一处景点名
为“老鹰觅食”，巨大的钟乳石被大自
然鬼斧神工“雕塑”得神似飞翔的雄
鹰。此时，58 岁的黄龙洞景区员工毛
国平身着厚厚的御寒棉装，来到“老
鹰觅食”石笋间。他扭亮头灯，打量
着眼前一根根石笋；随后，他手握一
把小小的软毛牙刷，开始认真地刷洗
石笋上覆盖的苔垢。

“这些新长出来的东西，原来是没
有的。”毛国平是景区当地一名土家族
员工，长期从事保洁工作，对洞中的
各种细节非常熟悉。用他自己的话
说，工作 20 多年来，就一直以“清
洗”来和钟乳石景观打交道，早就数
不清这是第几次在春节假期来清洗石
笋了。他也被同事们称为黄龙洞钟乳
石的“美容师”。

“黄龙洞是世界自然遗产的组成
部分，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瑰宝。
我 要 像 保 护 自 己 的 眼 睛 一 样 呵 护
它。”毛国平身材削瘦，聊起自己坚
持多年的这项工作，语气朴实而平
和。每当忙碌的时候，水花和水雾环
绕着他和林立的石笋。在洞中幻彩灯
光映衬下，经过“洗礼”的钟乳石又重
显本真的光泽。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的湖南省张家
界市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是国内外知
名的热门旅游目的地。龙年正月初一
到初八的春节假期中，共有 28万游客
来到武陵源，其中 3 万游客走进黄龙
洞。洞中千姿百态的石笋、石柱、石
钟乳等自然奇观无不令人啧啧称奇。
这些遗产美景“惊艳”亮相的背后，
离不开守护者的默默奉献。

据毛国平介绍，在持续的游览开
放和布展灯光等因素交织作用下，洞
中的石柱、石笋和石花等钟乳石表面
会集聚微生物和浆状物，也逐渐滋生
苔藓，影响景观质量。所以，必须及
时清理覆盖的微生物、氧化物和灰尘
以呈现真实的自然环境。

清洗工作需要避开游客高峰，不
影响景区日常工作。所以毛国平大部
分的工作时间，都要到傍晚来临方能
开始。清洁低矮的钟乳石，用上两个
小时就能完成；遇到高大的石笋，付
出的精力则会翻倍。“万年雪松”景
观高达 17 米，是黄龙洞龙宫中的精
华。经过科考得出的结论是：这片状
如雪松的钟乳石，需要近 10万年的岁
月才能变成今日的模样。即便借助长
梯，毛国平还是难以触近“万年雪
松”的顶端。他需要使用水枪，小心
翼翼地调整好水压；冲洗时，带有洞
中独有草腥气味的清洁水会倒流下
来，往往顺着手臂流进衣衫，浸湿他
的全身。

清洗会对世界遗产造成损害吗？
“清洗不能使用化学剂，要用洞内自然
水。很多工具都是我们自制的呢！”毛
国平反复表示，清洗石笋是多年来和
同事一起摸索出来的有效方法。在他
看来，“美容”既是精细活，更是技术
活，每次“美容”都是一次“战斗”。
这些经验也得到了各地同行的借鉴。

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毛国平一
天要步行约 5 万步。依照工作程序，
他首先在巡查中要发现清洗目标，第
二步要制定清洗方案，第三步要带上
长刷、短刷、抹布、清水。“清洗钟乳
石是目前保护溶洞景观最有效的措

施，尽管又脏又累，但我愿意用心用
力去做。”一年四季，周而复始，毛国
平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保护遗产就是
珍爱家园”的理念。

2024 年 1 月，因保护遗产、爱岗
敬业成绩突出，毛国平登上了中央精
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的 2023年第四
季度“中国好人榜”。

精华景点“迷宫”正“轮休”

黄龙洞龙宫大厅内，有大小石笋
1000 多根，其中“定海神针”最为奇
特，堪称镇洞之宝。石笋通体晶莹剔
透，上下粗而中间细，高达 19.2 米。
据专家测定，“定海神针”的形成经历了
大约20万年，现在它仍在生长发育中。

“近年来，在对洞内基础设施提质
升级时，一直遵循‘保护第一、开发
第二’的原则，对洞内钟乳石景观采
取了系列保护措施。”黄龙洞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敏介绍，“在旅游旺
季，我们会限定游客数量；洞中的游
船都换用锂电池电瓶船；至今在洞内
也不开通网络信号。”

此外，每天停止开放后，黄龙洞
就被封闭起来以减少空气对流。景区
管理部门还对溶洞山体和周边的植被
进行涵养，增强黄龙洞洞顶土壤的保
水和渗水能力。探访黄龙洞的游客，
不难发现洞内灯光都严格使用冷光
源，沿途随时能听到导游要求大家文
明游览的温馨提醒，在主要景点，随
时都可看到保安往返巡查的身影。

黄龙洞景区也对洞内部分景点实
行“轮休”。目前，精华景点“迷宫”
正处于休养生息的封闭状态，暂不对
外开放。

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024年3月1日，经湖南省第十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
议修订通过的 《湖南省武陵源世界自
然遗产保护条例》 开始正式施行。其
中第三条规定：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
保护应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
续利用的原则。第二十二条规定：应
当加强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范围
内溶洞资源的保护。已经开放的溶

洞，经营者应当保护好景观的自然风
貌。禁止损毁、窃取钟乳石等洞穴沉
积物，禁止在溶洞内烧香点烛或者从
事其他污染破坏溶洞景观的行为。

“保护遗产，人人有责。立足洞
内，发展洞外。”谢敏如是描述黄龙洞
景区的经营思路，“没有保护的开放，
是不会长久的。”景区的长效保护机

制，保证了遗产地至今均处于良好的
状态。她表示，今后将以 《湖南省武
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 为蓝
本，进一步加强黄龙洞的遗产资源保
护工作。

黄龙洞是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组
成部分。张家界市武陵源区自然遗产
保护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张希梦介绍，
多年来，除了出台并多次修订 《湖南
省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武
陵源风景名胜区还实施了 3 次移民大
搬迁，共拆除32.75万平方米建筑物，景
区的生态环境和遗产景观原真性得以
全面恢复。

张希梦介绍，景区已经完成了世
界遗产委员会关于遗产地旅游可持续
发展战略研究项目中国试点项目。随
着净化生态环境，严格管理遗产地
水、空气质量以及污染防控，武陵源
风景名胜区荣获 2022年度“中国天然
氧吧”称号。

近年来，武陵源遗产地经历了
“从开发转向保护，建设重点从景区转
向城镇，开发重点从自然景观转向旅
游文化产品”三项重要转变，遗产保
护成效显著。

2023 年度完成的 《武陵源区生物
多样性资源调查成果报告》 显示，与
2018 年相比，整个景区陆生脊椎动物
新增 13 科 46 种；整个景区维管植物
新增 15 属 74 种，其中凌云重楼和长
穗桑等为新发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

到目前为止，武陵源风景名胜区
拥有一级保护动物 8 种，二级保护动
物46种，重点保护植物40种。调查成
果表明：武陵源区生物多样性等级为

“中”。辖区内物种较丰富，特有属、
种较多，生态系统类型较多，局部地
区生物多样性高度丰富，武陵源区生
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保护价值。

“ 保 护 遗 产 资 源 ， 永 远 都 在 路
上。”张希梦认为，武陵源世界自然遗
产突出普遍价值的承载对象，不仅包
括独特的地质景观、地貌景观，还包
含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但是，对世间罕见的张家界地貌
的特征、分类、形成机理和过程的研
究，目前尚不深入，保护工作也任重
道远。张希梦介绍，2024 年，武陵源
风景名胜区将积极倡导绿色低碳生产
生活方式，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实施湘西北生物多样性项目，打造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修复样板工程，
让武陵源这朵“地球生命之花”在世
界遗产大家庭中更加耀眼灿烂。

黄龙洞是世界自然遗产
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
有机组成部分和精华景区。

黄龙洞属典型的喀斯特
岩溶洞穴，1983 年被发现，
1984 年 10 月正式对外开放。
因洞内拥有高阔的洞天、幽
深的暗河、悬空的瀑布、密
集的石笋等丰富而奇特的景
观，而被誉为“地下明珠”

“世界溶洞奇观”。
1992 年，包括黄龙洞在

内的武陵源风景名胜区被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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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生命之花”更加璀璨
邓道理

2024年3月下旬，湖南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天
子山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在进行林木防治情况巡查。

吴勇兵 庹级明摄

毛国平特意使用牙刷清理钟乳石上新生长出的浆状物和苔藓。黄龙洞中
有1000多根大小石笋，保护清理工作是费时、长期、周而复始的精细活。

吴勇兵摄

2023年冬季，大雪封山后，林场护林员徒步踏雪巡山，对武陵源世界自然
遗产地保护区范围内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和保护状况进行调查。

吴勇兵摄

据新华社巴黎电（记者徐永春、孙鑫晶）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执行局日前批准18个新的地质公园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
录，其中包括长白山等中国的6个地质公园。

至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网络成员总数达到
213个，分布在 48个国家。其中，中国的世界地质公园数量为
全球之冠。

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新闻公报称，新增的世界地质公园分别
位于中国、巴西、克罗地亚、丹麦、西班牙、芬兰、法国、希
腊、匈牙利、波兰和葡萄牙。此外，还有一个地质公园跨越比
利时和荷兰两国。

其中，此次列入名录的 6 个中国地质公园分别是长白山世
界地质公园、恩施大峡谷-腾龙洞世界地质公园、临夏世界地
质公园、龙岩世界地质公园、武功山世界地质公园和兴义世界
地质公园。

关于长白山世界地质公园，教科文组织在新闻公报中描述
道：“长白山是数百万年来保存最完好的复合型火山之一，完整
记录了火山形成的全过程，为研究火山形成机制创造了条件。
长白山顶的天池是东北亚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火山口湖，景
色美不胜收。”

教科文组织地球科学和地质公园部门负责人克里斯托夫·范
登贝格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不仅保护
地质遗产，也强调地质遗产与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
关联。

他表示，中国不仅拥有众多地质景观，还将其与当地发展联
系起来。中国积极接受和促进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理念，目
前已拥有47个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数量为全球之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标识创建于 2015 年，用于
认证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地质遗产。地质公园将重要地质遗产
保护与公众宣传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为当地社区作出贡献。

据新华社电 “未来之城”雄安新区境内确认发现 8 座古城
遗址，并在其中发现大量文化遗存，绵延数千年，传承脉络清晰。

记者日前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雄安新区文物保护与考
古工作站了解到，这 8 座古城遗址分别为南阳遗址、古贤遗
址、城子遗址、雄州古城遗址、安州古城遗址、新安古城遗
址、鄚州城遗址和古州城遗址。

2017年4月1日，河北雄安新区设立。同年5月，雄安新区
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站揭牌。随即，一支联合考古工作队实施
考古前置，对全域1770平方公里进行拉网式文物调查和勘察。

到目前，已开展专题考古10项、基本建设考古23项，勘探
面积 682 万平方米，发掘面积 2 万多平方米，出土文物 4000 余
件，确认不可移动文物263处，其中包括8座古城遗址。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团队对南阳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
了考古调查，发现“大南阳”遗址聚落群，面积近 18 平方公
里，文化遗存年代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宋金时期，持续近
3000年。

通过发掘基本确认南阳遗址主体文化内涵是东周至汉代的
燕文化。遗址已发现两座战国城址，这是迄今为止雄安发现最
早的城址遗存。

雄安新区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站负责人雷建红说，南阳遗
址的考古发现，揭开雄安城市考古序幕，钩沉雄安新区从新石
器时代晚期到宋金时期的历史脉络，揭示其深厚的燕文化内涵。

雄安，取雄县、安新县的县名各一字而成，雄县之“雄”
出自雄州古城，安新之“安”来自安州古城。

公元959年，后周收复燕云十六州中的鄚、瀛两州，以瓦桥
关建为雄州，这是“雄”的渊源。公元992年，宋设立顺安军，
后改为安州，这是“安”的由来。

雄州古城遗址在今天的雄县县城，考古勘察表明，古城原
南北各有雄伟的砖砌城楼。而今地面上城门楼已无存，但尚有
部分城墙残留；安州古城遗址在安新县安州镇，城垣最早是宋
代为防御辽兵修筑的土城，明代加固为砖城，清代重修。现存
城墙有1.5米至2米高，长二三公里。

这座“未来之城”在大规模建设中为历史遗存“让路”。启
动区海岳大街原定规划线穿越南阳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
带，根据文物部门意见，海岳大街调整了路线设计，完全避让
了南阳遗址。 （记者王文华、张涛、白林）

日前，雄安新区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站负责人雷建红在整
理南阳遗址出土文物。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日前，雄安新区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站负责人雷建红在整
理南阳遗址出土文物。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长白山世界地质公园地处吉林省东南部，以第四纪火山地
貌遗迹为特色。图为近日拍摄的长白山天池。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武陵源将打造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恢复样板工程

2024年3月1日起，新修订的《湖南省武陵源世界自然遗
产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该条例明确了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
护范围：264 平方公里的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及其面积为
126.8平方公里的缓冲区。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包括下列核心要

素：（一）以御笔峰、西海石林、杨家界峰墙为代表的张家界地
貌；（二）以黄龙洞为代表的喀斯特地貌；（三）以天下第一桥
和水绕四门为代表的自然景观；（四）以林麝、金雕、大鲵以及
珙桐、南方红豆杉为代表的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