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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源景区发现了新物种！晶莹
剔透的！”“看起来像是植物大战僵尸
里的寒冰射手！” 4 月中下旬，武陵源
首次发现“水晶兰”的消息在朋友圈
里广为流传。它的出现，不仅代表着
景区生物的多样性，也是武陵源生态
环境持续优化的佐证。

武陵源历来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1999 年和 2001 年先后两次对核心景区
部分居民和接待设施进行移民搬迁，
拆除各类建 （构） 筑物23.5万平方米。

从景区初期开发至今，一代又一
代人呕心沥血，在享誉世界的自然风
光里，矗立起一座“保护”丰碑。

经验一：为绿色发展让路，第三
次生态移民搬迁号角吹响

“好看，武陵源值得来！”5月19日
傍晚，张家界魅力湘西艺术团在文化
广场免费展演的桑植民歌、土家摆手
舞等多姿多彩的非遗文化，让上千名
游客陶醉不已。

1982年9月，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
公园在此诞生。这一隐藏在武陵山区
足足“三亿八千万年”的瑰宝，逐渐
向世人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间隔10 年之后，武陵源风景区就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认为它是“人类罕见的，目前无
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
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自然景观”。

此后，这里良好的生态、独特的
资源禀赋，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来这里
驻足欣赏。世居于山上的原住民也享
受着旅游业日益发展壮大带来的红
利，逐渐摆脱了生活贫困的局面。

但随着人口自然增长，景区内的
原住民逐年增多，由此产生的生活污
水、生活垃圾一定程度上给自然生态
带来了破坏。同时，越来越多的经营
场所也让景区出现商业化、人工化倾
向反弹，自然遗产的“原真性”减弱。

而且，由于多年来核心景区居民
建房的严格管控，无房户、拥挤户、
危房户的逐年增加，使得居民要求改
善生产生活条件的强烈愿望和政府对
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的严格保护已成
为矛盾体，影响景区社会稳定。

搬，成为迫切要求！
201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

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提出的9点整改要
求，也给了武陵源当头一棒。其中第 3
点就要求缔约国保证受影响的当地社
区居民纳入搬迁工作中。这也加快了
第三次生态移民搬迁工作的实施。

武陵源区相关负责人说：“景区已
经搞了两次大拆迁了，我们对保护也
一直很重视，没想到会有这么严峻的
局面。”

世界遗产大会结束后，武陵源区
委、区政府反复研究，决定强力推进第
三次生态移民搬迁，实现核心景区内无
居民居住，坚决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让路，随后开展了近2年的准备工作。

2017 年 5 月 31 日，武陵源区政府

发布 《武陵源核心景区天子山片区、
袁家界片区移民搬迁公告》。同时，成
立景区生态移民搬迁综合指挥部，并
下设两个片区指挥部，分综合协调、
征收确权、法律服务 3 个组开展工作。
由此，一场生态环保攻坚战打响了。

“ 这 次 是 整 村 搬 出 ， 可 以 说 是
‘抛乡离井’， 居民们一时很难接受。”
据不完全统计，袁家界社区居民依靠
自家房屋从事经营活动，年收入3万元
到 40 万元不等，山上的房子是居民们
眼中名副其实的“金屋”。有的村民

说：“在山上，我早起出去转一圈，卖
点东西，一天的收入就不愁了。搬走
了，我该怎么生存？”

搬迁群众充满了疑惑，怎样才能
搬得出、稳得住？重重困难才刚开
始，可是为了“绿色”发展，武陵源
依然迎难而上。

经验二：磨破嘴皮子，踏破鞋底
子，搬迁工作厚植群众基础

此次生态移民搬迁分三期实施，
搬迁对象覆盖整个武陵源核心景区共 6

个区域，涉及居民 1085 户 3087 人、房
屋 18.51 万平方米。其中，一期搬迁袁
家界和天子山片区580户1230人。

“要让老百姓认识到现状的严重增
强紧迫感，又要让搬迁群众搬之后有
出路增强安全感。”为此，武陵源区
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牵头负责，充分
保障人员、资金，在化解难题上充分
放权，创新构建了区委区政府统一领
导，指挥部督促协调、街道主导操
作、职能部门和属地居委会积极配合
的工作推进机制。 （下转6版）

念好“山”字经，做好“绿”文章
——“张家界美景和全球重大议题同框”系列报道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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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前的武陵源空中田园 邓道理 摄

搬迁后并逐渐绿化的武陵源空中田园 邓道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