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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微露，声声清脆的鸟语唤醒了沉睡
了一晚的黔灵山。

从梦中醒来的猕猴，伸伸懒腰，迎着朝
阳在树梢间欢快地翻来跃去。

这些活泼的“精灵”已成为黔灵山公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漫步山路的游人平添
了无限乐趣。然而，黔灵山“精灵”种群发
展太快，也带来了很多新的烦恼。

食物多天敌少
猕猴数量激增

黔灵山公园建于 1957 年，得名于有
“黔南第一山”之称的黔灵山，起初这里并
没有野生猕猴。

“1966年以前，黔灵山公园的猕猴都是
在笼子中生活的。”贵州省野生动物和森林
植物管理站站长冉景丞研究员说，1966
年，贵州省防疫站的实验猕猴和公园笼养的
8只猕猴从“牢笼”逃了出来，渐渐在黔灵
山形成了稳定的猴群。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黔灵山的猕猴
被通过投喂等方式进行人工驯养，由“野
生”转化为“半野生”，种群规模增加到50
余只，“半野生”的猕猴与游人有了接触。

对于“占山为王”的猕猴，不管是黔灵
山公园的管理方，还是时常入园的贵阳市
民，都对其喜爱有加，不少贵阳市民认识的
第一种野生动物就是猕猴，在很多市民的手
机里，都存有猕猴的照片。

市民们经常给猕猴带来吃食，有近百人
保持着长期到公园投喂猕猴的习惯。

食物充足又缺少天敌，让黔灵山的猕猴
数量激增。公园委托有关方面进行的两次调
查显示，公园内的猕猴目前已经增加到约
1200只，年增长速度接近12%。

人猴冲突不断
市民“爱恨交加”

早上8点，安保人员李中发准时到黔灵

山公园上环山段值守，他双眼紧盯猕猴、随
时准备行动，防止猕猴抢夺游客物品、攻击
行人。

“发现情形不对劲，就得赶紧跟上去。”
据李中发介绍，因为长期负责驱赶猕猴，

“我在猴群中已树立了较高‘威信’，它们一
见到我走近就会跑开。”

虽然李中发与近20位同事在猴群出没
的主要路段坚持值守，直到大部分猕猴归山
才下班，但猕猴伤人事件仍不时发生，“每
天都要见到好几起”。

据黔灵山公园管理处副处长杨宇介绍，
近年来，公园每年发生的猕猴伤人事件都在
千起以上，其中2019年更是高达5811起。

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黔灵山公园年初
闭园了一段时间，开园之后又对游客进行了限
流，但今年从1月至今，公园管理方依然接到
游客被猕猴咬伤的投诉有2100余起，“仅今
年9月份，就有194名游客被猕猴咬伤”。

猕猴频繁伤人，公园管理处不得不组建
了专门的部门负责处理善后赔偿问题。

“虽然经常与人打交道，但猕猴毕竟是
野生动物。”已在黔灵山公园工作近20年的
杨宇认为，猕猴伤人既有动物天性的原因，
也与游客行为举止不当有关，例如繁殖期的
母猴带着幼崽活动时，如果游人没有保持安
全距离，母猴就可能误认为游客想伤害幼
崽，进而攻击游客。

杨宇的看法也得到了贵州师范大学自然
保护与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任晓冬教授的
认同，他认为部分游客未能正确与猕猴接
触，如直接将食物放在手上喂猕猴，猕猴靠
近后，游客又因害怕将手缩回，进而激怒了
猕猴。

同时，这也与市民长期不定时、不定点
投喂导致猕猴形成的条件反射有关。“处于
饥饿状态的猕猴看到有人拿着食物时，就会
以为那是给它们的食物，从而发生抢夺行
为。”任晓冬说。

面对日益增加的猕猴伤人事件，黔灵山
公园管理处也多处着手，以期减少相关情况
的发生，如增加宣传提示牌的密度，通过
LED屏滚动播放宣传提示，在外地游客入

园高峰季节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活动等，但
都收效甚微。

猕猴数量增加，使其活动范围也逐渐扩
大，他们不时跑到周边的居民小区“骚扰”市
民。2018年夏天，贵阳有关部门在两个月内
出动近10次，“捉拿”下山滋事的猕猴。

栖息环境超载
猕猴何去何从

人猴矛盾的背后，实质是猴群生活环境
的恶化。

猕猴“超载”已给黔灵山公园的生态环境
造成了直接的负面影响，损害了生物的多样
性。经济日报记者在猕猴经常出没的地段看
到，树木枝稀叶疏，不少地块的土壤直接裸露
在外，任由雨水冲刷。杨宇说，猕猴对鸡蛋的

破坏，已导致公园内的红腹锦鸡绝迹了。
随着猴群规模的扩张，猕猴之间为争夺

食物、领地、配偶而发生的打斗也大为增
加，伤猴、病猴随之增多。此外，猕猴近亲
繁殖现象增加，个体间寄生虫、皮肤病传染
明显，白化个体已开始出现，种群质量呈下
降趋势。

“最好的办法是将猴群适度分流。”冉景
丞认为，应该按照环境承载力，严格控制猕
猴的种群数量。

在黔灵山公园管理处日前组织召开的一
场研讨会上，野生动物专家认为，黔灵山公
园的野生猕猴数量应该控制在500只以内。

公园管理方曾在2009年和2013年两次
计划启动猕猴分流措施，但遭到了当地爱猴
人士的激烈反对，未能实施。

杨宇告诉记者，公园管理方在猕猴管理
上面临一些阻力，一些爱猴人士担心猕猴的
去向问题，“担心我们是不是把猴子卖了”。

在专家看来，为猕猴创造宜居的生活环
境需要坚决制止人工投喂。

“野生猕猴不能像宠物一样被对待。”在
野生动物专家眼里，人工投喂不是爱，反而
会害了猕猴。长期投喂会改变猕猴本来的习
性，降低它们的捕食能力；此外，少部分人
还投喂可乐、苹果等高甜度的食物或者变质
的食物，导致部分猕猴生病，甚至会威胁它
们的生命安全。

“黔灵山的猕猴数量大幅度增加，在很
大程度上源于人工投喂。”冉景丞表示，猴
群对人工投喂的依赖会造成谱系紊乱，导致
种群质量变差。

公园管理方在多个地方贴出了“请勿投
食”的标语，工作人员长期进行劝导、普及
文明观猴理念，但效果不明显。“猕猴的管
理和对游客行为的规范需要从法律层面进行
规范，同时还需要执法、管理等多方面入
手，多部门形成合力。”杨宇说。

冉景丞也建议，相关部门应该加强立法
工作，让管理者在禁止人工投喂上有法可
依。“人与野生动物之间应该有一定的界限。”
贵州大学生物多样性与自然保护研究中心粟
海军教授表示，要学会和野生动物相处，人猴
之间的距离应该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我们的初衷是给猴群创造更好的生活
环境，给市民和游客带来更好的观赏体
验。”杨宇说，黔灵山公园的主管部门目前
已经启动猴群管理的相关调研，并按专家意
见科学制定管理方案，在确保猕猴不被伤害
的前提下，为猕猴提供适宜的生活环境。

“情系雪岩顶·高山脆李红”——湖北建
始县雪岩顶避暑文化旅游活动暨青脆李开园
采摘节日前启动。“这个李子香脆可口，强烈
推荐。”来自武汉的游客张晶说，“来到建始，
不仅可以体验采摘乐趣，还可以畅享天然氧
吧，尽览生态田园风光。”

张晶一家选择到建始一家远近闻名的农
家乐入住。在这里，她们在服务人员的带领
下，打陀螺、滚铁环、跳摆手舞……玩得不亦
乐乎。“我们领略了建始的美景、品尝到了建
始的美食，也欣赏到了建始特有的文化。”返
程时，张晶恋恋不舍。

建始森林覆盖率高达70%，是“鄂西林
海”“天然氧吧”，有着“金建始”的美名。建始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媛说，“金建始”的底
气，源于其独有的四张“名片”。

据介绍，近年来，作为鄂西旅游的重要板

块，建始全力推进全域旅游，擦亮以建始直立
人为代表的历史名片，以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最高洞口的蝴蝶岩溶洞、“中国第一岩溶嶂
谷”为代表的山水名片，以黄四姐文化为代表
的文化名片，以红心猕猴桃、关口葡萄、椪柑
白柚等富硒产品为代表的资源名片，让四面
八方的来客，感受到了建始的历史、山水、文
化和资源之美。

建始县重点打造野三峡、恩施地心谷两
大国家AAAA景区，同时快速推进鸡公岭飞
拉达、花天河、青花田园综合体、店子坪、照京
坪红色旅游项目建设。在野三峡、恩施地心
谷两大景区周边，建旅游酒店30多家，各类
服务业400多家，带动上万人就业。

同时，建始加快核心景区提档升级步
伐。建始县积极推动野三峡—地心谷景区联
合创建国家5A级景区，完成了蝴蝶岩景区

修复绿化工作，投入1000多万元提档升级小
西湖大酒店、黄鹤峰林景区，完成西湖庄园装
修工作；在地心谷景区投入30多万元，全面
更新旅游标识标牌，投入500多万元建设智
慧旅游景区大数据平台；在鸡公岭飞拉达建
成3条共1800米的攀岩线路。

为推进农旅融合，建始在10个乡村旅
游示范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乡村旅游节庆活
动，举办了石牌湖蓝莓采摘节、白云梨花
节、石门村脆李采摘节、花坪关口葡萄采摘
节等。

全域旅游带动了精品民宿的发展。一批
特色农家乐、生态农庄、高端民宿应运而生，激
发了农村发展活力，提高了村民收入。农田
变景点、农舍变民宿，沉睡的村落正在蝶变。

金秋时节，建始县花坪镇小西湖村的风
雨桥上，十几位来自武汉的游客吹奏着萨克

斯，享受秋日美景。今年入夏以来，花坪镇已
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旅游收入约1500万
元。小西湖村是第三批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
镇名村，海拔高达1200米，这里夏季凉爽、气
候宜人，是通往野三峡黄鹤桥风景区的入口。

据建始县文旅局局长李万军介绍，近年
来，小西湖一跃成为鄂西的避暑胜地之一，武
汉、重庆的游客纷至沓来。花坪小西湖和周
边15个村在近3年时间里，共发展民宿及家
庭旅馆500多家，每年接纳避暑度假游客10
万多人次，仅靠自家房屋、粮食、蔬菜和关口
葡萄、土家腊肉等特色产品“坐地生财”的就
有近500多户，村民依托休闲度假业态实现
旅游年均增收达3000多万元。

“建始正大力推进高山避暑康养和生态
旅游产业发展，以期吸引更多游客。”李万
军表示。

或许你也会倦怠于繁冗的工作和生活，憧憬着背起
行囊，奔向“诗和远方”。文化和旅游部公开数据显示，今
年国庆中秋 8 天假期，超 6 亿人次出游，国内旅游收入
4665.6亿元。

在经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旅游业的复苏令人欣
喜，同样令人欣慰的还有，文明旅游正成为风气。在不少
景区、餐厅，佩戴口罩、排队购票、不乱扔垃圾、不浪费粮
食成了人们的自觉行为。

然而，也有一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被公布：坐在网红
公路中央，摆出各种造型拍照，全然不顾交通安全隐患；
向动物园的大象投喂裹着塑料袋的苹果，导致大象将塑
料袋误吞；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明楼上新添了不少涂鸦，
一些刻痕难以修复……

这些不文明行为，破坏了景区景点的资源环境，增加
了维护运营成本，更会对他人及社会产生不良影响。对
此，主管部门及景区管理者应思考如何加强监管及有效
引导，同时，文明旅游教育及文明理念的普及践行则需要
全社会共同努力。

一方面，各级主管部门应督导相关旅游服务部门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引导游客遵守景区相关规定。可设立
相关奖惩制度，并通过健全完善旅游黑名单制度等举措
限制不文明游客出入。另一方面，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
力，强化文明旅游宣传，加强社会及舆论监督，营造浓厚
的文明旅游氛围，培育文明旅游的土壤。每位公民要从
自身做起，遵守文明公约，提升文明素养，让文明理念入
脑入心，让文明出游成为自觉选择。

旅游是体验美景、增长见识的过程，也是检验公民素
养及社会文明程度的窗口。

每位游客既是旅游的参与者，也是旅游文明的缔造
者。当你饱览过塞北的长河落日，江南的烟柳画桥，欣赏
过许多自然风光、历史遗迹、风土人情，最终会发现，文
明才是最美的风景线。在追寻“诗和远方”的同时，别忘
了带上“文明的行囊”，共享文明美景，共绘文明新画卷。

黄河从甘肃进入宁夏后，在中卫北长滩，一条沿河公
路横空出现。湛蓝的天空下，一辆辆颜色鲜艳的越野车
行驶在路上。“这条公路被称为中国的66号公路，是新晋
网红打卡地。”中卫市旅游和文化体育广电局局长袁海清
介绍，“除了66号公路，星星酒店、黄河宿集、向阳步行
街等，都很受游客青睐。”

沙漠、绿洲、黄河、戈壁，沙坡头景区因黄河和腾
格里沙漠在这里交汇而闻名。一幢幢超现代风格的白色
建筑分布在腾格里沙漠金色的沙丘间，这是星星酒店。

“星星酒店面积不大，但设施高端，居住舒服。一旁
的观星谷、沙漠餐厅、星空剧场，带给游客新、奇、特的体
验。”港中旅（宁夏）沙坡头旅游景区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杨富国说，全新的旅游方式满足了游客的需求，让沙坡头
新北区迅速蹿红。

2017年，中卫市建设新北区，修建了水、电、路等景
区基础设施，港中旅（宁夏）沙坡头旅游景区有限公司先
后建设了沙漠观览区、游乐项目区、星级酒店服务区三大
现代沙漠旅游区块。

“这几年，沙坡头的旅游空间发生了质的变化。”杨富
国说。首先，沙坡头旅游格局变大了。根据游客的新需
求，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其次，沙坡头旅游线路更规范
了。一改原来从东门进再从东门出的路线，改为从东门
进、游览黄河区经涵洞到北沙漠区、最后经星空之门到旅
游新镇的“闭环”式旅游线路。第三，对周边旅游经营环
境进行了全方位清理，让游客玩得“安心”。

66号公路、星星酒店和黄河宿集的走红，也带火了
以烧烤闻名的中卫市区向阳步行街。中卫市旅游知名度
大幅提高，旅游产业步入新发展轨道。今年9月，沙坡头
景区接待人数超过往年。

中卫市市长李晓波说，中卫要打造有特色、有亮点、
有生命力的文化旅游产品，以星星酒店的星空旅游为龙
头，将中卫的夜间经济做好；以黄河宿集精品民宿为载体
做好乡村旅游，打造沙坡头南岸半岛黄河宿集二期、沙漠
温泉客栈等特色住宿产品。

图图①① 黔灵山公园的猕猴正在吃游客投喂的苹果。
图图②② 黔灵山公园秋景黔灵山公园秋景。。 （资料图片）

①①
②②

游客在围观黔灵山公园的猕猴。 （资料图片）

万年桥重现仙女湖

10月18日，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水位下降，建于明
代的万年桥“浮”出水面，吸引了大量游客参观。

赵春亮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