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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湖北西部边陲的神
农架林区坐拥丰富的自然资源。开山
伐 木 的 “ 木 头 经 济 ” 曾 是 其 经 济 支
柱。近年来，既要生态“高颜值”、发
展 “ 高 质 量 ”， 还 要 民 生 “ 获 得 感 ”，
神农架先行试点国家公园建设，放下

“伐木刀”，端起“生态碗”，施行最严
格的保护，发展生态旅游经济，初步
实现了环境保护、转型发展、生态惠
民的同频协奏。

伐木工变护林员
山高谷深、溪流纵横，地处长江

之北、汉水之南高山地带的神农架拥
有着全球中纬度地带唯一保存完好的
北亚热带原始森林、最多样化的地貌
和环境。

在神农架丰富的自然资源中，森
林资源尤为丰富，储量占据湖北省总
量 的 三 分 之 一 。“ 因 建 设 需 要 大 量 木
材，上世纪 60 年代左右，国家决定大
举开发神农架。”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
局党委副书记张建兵说，“近万名工人
响应号召，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神
农架腹地推进，路修到哪里，就砍伐
到哪里。”

张建兵是一个标准的“神农架二
代”，1978 年从麂子沟林业队一名伐木
工人干起，最终成为国家公园的主要
管理者。“到 1982 年，神农架林区累计
向国家提供 180 余万方优质木材。”

伴随开山伐木而来的是诸多生态
问题。1982 年起，神农架相继建立各
类“自然保护区”，开始由资源消耗向
资源保护转轨。2000 年 3 月，神农架全
面停止天然林采伐，林场的工人放下

“伐木刀”，变为护林员，成了守护野
生动植物的好手。

近 40 年 的 “ 木 头 经 济 ” 被 终 结 ，
作为生态屏障的神农架却在发挥更大

的效益，“水塔”“绿肺”“生物种质资
源库”等功能日益显现。“经过不懈努
力，神农架森林覆盖率上升到 91.1％，
为华中地区涵养了优质水源，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每十滴水中就有一滴来自
神农架。”张建兵说。

国家公园带来全面严格保护
清晨，林中的雾气还未散尽，神

农架大九湖管理处的管护人员就开始
巡山了。与单一的林业巡护不同，他
们的管理职责扩展到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 系 统 保 护 ， 背 包 里 不 仅 有 防 火 设
施 、 帐 篷 ， 还 有 各 种 各 样 的 科 研 设
备。遇到有野兽足迹的地方，便架起
相机、拿出本子进行记录。

大九湖管理处管护人员开展的综
合管护源自神农架国家公园的建设要
求。2015 年 1 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将神
农架林区纳入国家公园全国首批 9 个试
点之一。神农架由此进入国家公园大
保护的时代。

新成立的神农架国家公园总面积
1170 平方公里，占神农架林区总面积
虽然只有 35.97％，却分布着世界自然

遗产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湿
地公园、省级风景名胜区等 11 种类型
的保护地。神农架国家公园整合了 11
个自然保护地和多个管理机构，组建
成立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实现了

“山水林田湖草”的全方位、一体化管
理。

理顺管理体制的同时，神农架还
通 过 立 法 实 施 最 为 严 格 的 保 护 制 度 。
去年 5 月 1 日，《神农架国家公园保护
条例》 正式实施。神农架国家公园管
理局副局长王文华说，国家公园内的
一草一木都得到严格保护。已经开发
完成的游憩展示区，也在充分考虑环
境容量的基础上，实行游客限量进入。

“空中有飞机、山上有哨所、路口
有探头、林内有巡护”，在神农架国家
公园信息管理中心，记者看到，国家
公园内游客数量、辖区内小水电生态
流量、巡护员实时位置一目了然，部
分核心地带还安装了电子围栏，一旦
有未经批准的游客进入，立即警告驱
离。

如今，在神农架国家公园，草木
葱茏、流水潺潺、空气清冽，时常能

遇到撒欢的野鸡、野羊等动物。草长
莺飞的湿地山野，广袤神秘的原始森
林，已经成为神农架最宝贵的资源。

端上“生态碗”民生有保障
生态美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

而来，旅游已经成为神农架的支柱产
业。数据显示，2018 年接待游客 159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经济总收入 57.3 亿
元 ， 对 神 农 架 GDP 的 贡 献 已 超 过
50％。如果反映在就业、税收和居民
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上，可能占到三分
之二以上。

“神农架人历来是靠山吃山，但现
在‘吃法’不一样了。端上了‘生态
碗’，随着旅游产业由粗放发展到提档
升级，绿水青山正在变成金山银山。”
神农架林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
周文合说。

大 九 湖 村 民 覃 万 梅 原 本 在 外 务
工，目前在坪阡古镇拥有多家餐饮店
铺。现在，她的店铺每年纯收益超过
300 万元。

严 格 保 护 带 来 了 实 实 在 在 的 效
益，生态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我要把之前对生态犯的错误都弥
补 回 来 ！” 望 着 亲 手 栽 种 的 百 亩 生 态
林，木鱼镇青天村村民林廷洪说。过
去，日子过得紧实，他超额砍伐坐了 2
年牢；现在，他在公路边建起民俗农
庄 ， 做 起 “ 茶 叶 种 植 加 工 ＋ 体 验 观
光”的生意，收入不菲。

“保护，牺牲的可能是近期的现实
利 益 ， 得 到 的 却 是 长 期 的 优 势 和 价
值。”神农架林区党委书记周森锋说，
未 来 ， 神 农 架 将 继 续 坚 持 “ 保 护 第
一、生态优先”的理念，努力打造成
全民共享的国家公园、世界生态旅游
目的地和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

新华社武汉 5 月 14 日电

从开山伐木到全面保护
——神农架国家公园的生态协奏曲

新华社记者 李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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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和 5 月 20 日
中国旅游日接踵而至。驴妈妈旅游网发
布的 2019 博物馆主题游数据显示，今年
前 4 个月，在该平台上以“博物馆”为关
键字搜索及预订旅游产品的人次比去
年同期增长近一半。以“文化”为标签的
博物馆已然成为国内旅游热门。

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助推下，越
来越多的国内城市、景点被人们重新
认识，传统文化通过全新的方式，和
旅游业不断碰撞产生火花，成为新的
旅 游 吸 引 物 。 中 国 文 化 游 正 变 得 时
尚，成为潮流。

与时代同频共振
德国 《法兰克福汇报》 日前在一

篇名为 《中国的文艺复兴》 的文章中
指出，古老的传统再次吸引年轻的中国
人。日前，由共青团中央和哔哩哔哩共
同发起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华服日”
在西安举行，号召年轻人通过展示传统
服饰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推动中华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创新。据统计，目
前 哔 哩 哔 哩 上 的 国 风 爱 好 者 已 超 过
4000 万，其中 88%是“95 后”。传统文化
在年轻群体中已经拥有了广泛基础。

传统文化热起来，旅游如何与时
代同频共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成
为旅游业界需探索的课题。作为传统
文化旅游的重要载体，博物馆游备受
关注。“人们对于多元化、高品质的文
化需求越来越大，也对博物馆所能提
供的服务提出极高的要求。”国家文物
局局长刘玉珠指出，今年将争取和有

关部门一起出台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
发展的实施意见，满足参观者对博物
馆新的需求，让博物馆“高雅而不深
奥，亲和但不媚俗”。据统计，最近 3
年，全国每年新增博物馆 180 家左右，
每年参观人次增加 1 亿左右。

秦腔表演艺术家、陕西省戏曲研
究院院长李梅指出，年轻人对传统文
化的兴趣正逐渐回暖。基于此，李梅
提出，在文化与旅游相融合的大背景
下 ， 应 大 力 开 发 戏 曲 文 化 旅 游 市 场 ，
挖掘戏曲文化旅游价值，打造专属戏
曲的文化旅游景区。

特色文化绽放异彩
日前，马蜂窝发布的 《中国省域

自由行大数据系列报告之山东省》 显
示，在山东省所有目的地中，济宁市
的热度涨幅位居第一，高达 206%。背
后的原因绕不开“文化”二字。济宁
地区历史文化悠久，是东夷文化、华
夏文明、儒家文化、水浒文化、运河
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儒家创始人
至圣孔子、亚圣孟子、复圣颜回、史
家左丘明皆出生于此，人文资源丰富
灿烂。近年，“国学热”持续升温，大
批游客前往孔子故里济宁曲阜进行体
验式的游学之旅。济宁正依托富集的
文化和旅游资源，积极打造“东方圣

地”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
传统文化让旅游大放异彩，这一

点在历史文化大省陕西更加显著。历
史文化一直是陕西旅游的一张王牌。马
蜂窝大数据显示，陕西的热门景点中，
历史文化类景点占大多数。秦始皇兵马
俑博物馆、西安城墙、陕西历史博物馆
是陕西最热门的旅游景点。同时，陕西
省也在大力推动历史人文的传承，推动
皮影、民歌、秧歌等历史文化遗产的传
习，并结合当地的历史古迹，推出众多
精彩的文艺演出，通过文化和旅游的融
合创新，用文化的魅力吸引全国乃至全
球的游客，推动旅游产业的发展。

“陕西是国内突出的文化体验型旅
游目的地，丝路起点、文化源流，对
陕 西 的 旅 游 发 展 来 说 都 是 巨 大 的 优
势。”马蜂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
分析指出，西安的历史文化、延安的
红色文化和各地民俗及其衍生出的独
具特色的文化体验项目等，都对游客
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如今，沿着十里秦淮，遍访沿线
名胜古迹，成为最有“南京味儿”的
一 条 旅 游 线 路 ； 去 山 西 看 各 个 “ 大
院”，感受建筑文化、晋商文化；到广
州在骑楼下漫步，感受“老广”生活
⋯⋯ 本 土 味 、 有 文 化 的 旅 游 正 取 代

“打卡”式旅游，成为新热门。
年轻人爱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游的“走红”离不开年

轻一代的参与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近年来，老牌旅游强省陕西一跃

而成“网红”，正是在于其对历史文化
资源的推陈出新。冯饶表示，通过年
轻人喜闻乐见的营销方式，陕西旅游
获 得 了 高 速 增 长 的 新 动 力 。 今 年 初 ，
商务部公布了全国步行街升级改造第
一批试点名单，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成
为全国 11 条入选的步行街之一，未来
将成为西安的潮流新地标，吸引更多
年轻游客。

今年春节期间，一条短视频发布
后获得了高点赞量。广东湛江一个舞
狮队在行进中，碰见了戴着小狮子头
的小朋友，“大狮子”亲昵地用头碰了
碰“小狮子”。许多网友被这个瞬间感
动，并从中看到了年轻一代、少年一
代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

去苏州听评弹、学唱昆曲，去天
津听大鼓、相声，去景德镇体验瓷器
烧制⋯⋯这些被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
列 入 旅 行 清 单 。“ 亲 身 体 验 过 才 会 对

‘博大精深’四个字有深刻的体会，中
国传统文化也从文字资料里的‘单调
面孔’变得具象起来。”大四学生居力
表示，如今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越来
越着迷，并且发现传统文化也可以变
得很“时尚”。

（源自人民网）

潮旅游追捧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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