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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长寿之乡”只是噱头？我们去巴马看了看
本报记者夏军、曹祎铭

跨越 3000 多公里，65 岁的王丽从哈尔滨来到了广西西
北部大山里的巴马瑶族自治县。她租下一间民房，租期 11 年
半，她想一直在这里住下去。

在巴马，像王丽这样的老年人越来越多。这个约有 30 万人
口的深山小县，拥有 90 多名百岁老人，正成为人们眼中的“长
寿圣地”。不过，这个被冠以“长寿之乡”称号的山区县，也曾因
各种质疑之声饱受争议。

长寿之乡“面纱”下的巴马，究竟是怎样的“妆容”？这片瑶
族聚居地的百岁老人，究竟因何长寿？带着这些问题，新华每
日电讯记者专门赴巴马一探究竟。

“候鸟人”把这里当“第二故乡”

王丽住在甲篆乡坡月村。这是一个被群山环绕的小村寨，
山脚下是静静流淌的盘阳河，在并不宽敞的土地上，一栋栋民
房夹在大山和小河中间。

许多年前，坡月村只是一个普通小村子，民房不多、不高。
村民在河岸狭窄的土地上种玉米过活。世代见惯的青山绿水，
在他们眼中没有特别之处，与春耕秋收没啥干系。

但近年来，这些青山绿水吸引了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
的人长期居住。来到巴马，人们都会到坡月村看看。在这里，能
听到全国各地的口音。

“我们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王丽说，很多年前她就听
说过巴马，知道这里环境好，适合养生，能长寿。儿子成了家，
她也退休了，去年她和老伴决心来巴马生活。

老人们来到坡月，是坚信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可以长
寿。和王丽一样，多数“候鸟人”都会租一间民房，像当地村民
一样生活：早起散步，在盘阳河边打水，夜晚在山脚散步。临
近傍晚，坡月村的几处小广场里，总有不少跳广场舞、打太极
拳的老人。

村旁大山里有一处天然洞穴，比几个足球场还宽，名为
“百魔洞”，山洞里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非常高。这里已被开发成
景点，许多老人购买月票，每天要在洞内待上 1 个多小时。“听
说这里‘地磁力量’很强，可以长寿。”一位老人说。

在巴马，关于空气、水和“地磁”的作用，传得越来越神秘。
但是，人们说不清这些因素对长寿、养生是如何起作用的。

64 岁黄丽燕也被各种传说吸引而来。这个来自山东省平
度市的老人，不久前被查出肺部有息肉，她想找个环境秀美的
地方疗养，希望对康复有所帮助。在朋友的推荐下，她来到巴
马。她说，这里的环境或许能治病，如果病情能有所好转，就继
续在此住下去，不然就回家选择做手术。

人们坚信在此居住能长寿，与距离坡月村不远的平安村
巴盘屯有一定关系。那里是当地著名的“长寿村”，多年前，村
寨里同时有 6 位百岁老人在世。

人们来到巴马，一般都会去“长寿村”看望百岁老人，希冀
沾上福气。

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大量外地人涌入巴马。2017 年，巴
马年接待游客已超过 500 万人次。在巴马街头，几乎遍地酒
店、宾馆和民宿。当地人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每逢节假日，
这里住宿点几乎全部爆满。

有争议的“长寿之乡”，无争议的长寿老人

在巴马当地，流传最广的介绍是——— 巴马于 1991 年被
“国际自然医学会”评选为第 5 个“世界长寿之乡”，而且是唯
一长寿链条未断裂的“世界长寿之乡”。

但近年来，有媒体提出质疑：“国际自然医学会”是一位外
国人于 20世纪 70 年代创建的一家私人医疗机构，并非世界
权威医学机构。

巴马长寿研究所所长潘奇芳说，“国际自然医学会”是否
权威，他不予评说，但巴马“长寿现象”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巴
马全县有 90 多位百岁老人健在，每 10 万人口中有 30 多位百
岁老人，这是世界认定“长寿地区”标准的近 5 倍。

潘奇芳介绍，自古以来，巴马就因长寿闻名，在当地“仁寿
山庄”里现存一块写着“惟仁者寿”四个大字的木制牌匾。据考
证，这是清光绪戊戌年，光绪皇帝为巴马县那桃乡平林村百岁
老人邓诚才题赐的匾牌。清朝同治皇帝也曾两度给巴马长寿
老人赐匾。

近期，他们又从旧典籍中发现了一段记载巴马长寿现象
的文字。文字讲述一个叫罗老布的老人活了 135 岁，世居龙篆
里三都(今巴马甲篆西山一带)。目前，相关信息正在核实。

巴马瑶族自治县民政局老龄办负责人黄莉告诉新华每日
电讯记者，近年来，巴马 100 岁以上老人有所减少，但是 80 岁

至 89 岁间的老人越来越多——— 以前全县大约有 3000 多人，
如今超过 4000 人。“目前，巴马县 80 岁至 89 岁的老人达
4082 人，90 至 99 岁的老人有 666 人。”黄莉说。

巴马老人长寿的“秘诀”到底是什么？这是不少专家、游客
一直希冀破解的“谜题”。

记者在巴马县城北社区见到 104 岁的陈金秀时，她正坐
在家门口的藤椅上喝药酒。虽然年事已高，但陈金秀依旧眼不
花耳不聋，还能顺利地穿针引线。

陈金秀育有一儿一女，大女儿已经 83 岁，小儿子今年 72
岁。陈金秀的儿子彭宗贤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家五代同堂，母
亲虽然吃了一辈子苦，但身体没什么疾病，只是在正常衰老。

陈金秀的大孙女、今年 51 岁的彭凤仙谈起了一段往事，
“我上初中的时候，奶奶经常早起上山打猪草，那时她走山路
非常快，我们都跟不上。”

距陈金秀家不远，100 岁的张世恩正和 103 岁的老伴
杨林英在家门口散步，虽然步履略显蹒跚却无须借助拐杖
等外力支撑。为防止两位老人出意外，儿媳妇杨新承担起
了照顾二老的重任。“二老身体还不错，没什么疾病，睡眠
也好，每天可以从晚上 7 点睡到第二天早上 6 点，胃口也
好。”杨新说。

说起长寿原因，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分别采访了 3 位长寿
老人以及他们的家人，他们普遍的回答是“不知道，也没什么
特殊的秘诀”。彭宗贤和杨新均表示，这 3 位百岁老人年轻时
都生活在大山里，辛苦劳作一生，家境贫寒，经常一个月才能

吃上一次肉。
有学者在巴马当地考察后，把这里的长寿原因归结为以下

几点：一是充足的日照；二是负氧离子含量极高的空气；三是较
高的“地磁”；四是具有特殊分子结构的水；五是营养丰富的土壤。

3 位百岁老人的家人则普遍认为，巴马当地良好的生态环
境、简单的饮食结构以及平和的心态，是老人长寿的重要因素。
“我妈妈很少跟别人红脸，平日里总是乐呵呵的。”彭宗贤说。

培育“长寿养生经济”

昔日的巴马，“贫困”是其标签。如今，“长寿”成为巴马的
“代名词”，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健康、长寿，长寿旅游也越来越
火爆。潘奇芳认为，长寿经济的兴起，本质上是国民生活水
平、健康水平提升的标志，是人们追求更健康、更有质量生活
的具体表现。

一名来自山东的“候鸟人”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他们住
在巴马，不仅仅是享受优美的自然环境，也在体会这个偏远山
区里简单、健康的生活方式，“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的需求其实并
不多，远离城市更容易让心安宁，让生活尤其心态更健康”。

在巴马，长寿旅游不仅催热了旅游业，而且长寿食品也在
市场上受到热捧。腊肠、藕粉、野生菌、山茶油、火麻油等是当地
群众日常生活食品，因为被消费者视为“长寿食品”而热销，这已
成为巴马的支柱产业。

水产业，已成为另一大“爆点”。巴马当地的品牌矿泉水如雨
后春笋般冒出，一些品牌迅速进入北上广等地的市场，并广受
欢迎。市场上一瓶 500 毫升的矿泉水大约售价 2 元左右，而产
自巴马的矿泉水则售价高达 8 元，有的甚至达到 10 多元。

“原因是什么？水好。水为什么好？因为生态好。绿水青山成
就了巴马的水产业。”巴马县工信局局长李春龙说，目前全县有
19家水企业，5家以上属规模以上企业，包括统一集团在内的
多家知名企业前来巴马开发水产业。

无论在巴马县城，还是景区周边，山清水秀地干净都是
游客的直观感受。然而就在几年前，“两违”建筑和水域污染
曾是巴马的“伤疤”；长期以来矿产冶炼行业带来的高污染、
高耗能和高排放是巴马县发展面临的另一挑战。前些年，一
些人冒用“巴马长寿之乡”品牌非法行医，也极大影响了巴马
县旅游市场的声誉。

为此，巴马县以壮士断腕的气魄，大力整治“两违”建筑
和水体污染，先后关停一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发挥独特的
资源优势重点发展“长寿养生经济”，从而推动工业转型升
级。大力治理旅游“软环境”，为“长寿养生经济”发展壮大奠
定良好基础。

“虽然巴马的旅游环境还需进一步提高，但现在确实比
前些年有了很大改善。”已在甲篆乡住了 5 年之久的“候鸟
人”黄援朝说，“现在的非法医疗小广告和非法行医现象比
以前少多了。”

巴马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因财力有限，基础设
施薄弱，历史欠账较多，制约着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新华每日
电讯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巴马县通过加强宣传推介、完善
规划、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产业引导等举措，为发展“长寿养生
经济”培育土壤。与此同时，巴马还将发展长寿养生经济同脱
贫攻坚结合起来，当地不少村民因此实现了增收脱贫。

▲在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长寿岛，98 岁的长寿老人罗耀斌(左)在和一名老人交谈(11 月 8 日摄)。 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六轶光阴，回望来路沧海变桑田；甲子
春秋，如歌岁月奋进谱华章。60 年来，在祖国
西部边陲这片土地上，八桂儿女沐浴着党的
阳光，感受着国家的浓浓关怀，经济社会发
展日新月异。作为广西 14 个地市之一，贵港
市伴随着发展进步，不断成长、不断振兴。

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之初，贵港作为一
个县，得到了党和国家的特别关爱，贵
钢、贵糖、西化等一批国有企业相继落
户，黎湛铁路穿城而过，与西江航道互为
交通枢纽，贵港成为广西具有实力的县。
随着 1988 年撤县改市，贵港沐浴着改革开
放的春风，踏上了新一轮的发展征程，各

行各业欣欣向荣。 1996 年成立地级市，给
贵港带来了期盼已久的发展机遇，贵港开
始谱写全新的发展篇章。

借力“新三篇” 拉动产业大发展

近年来，贵港市坚持“稳中求好、好中快
进”的发展主基调，按照市委“13446”工作思
路，因势而谋，顺势而为，经济发展呈现高质
高速的良好态势。

在工业方面，贵港市大力实施“工业兴
市、工业强市”战略，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大力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新三篇”战略性新兴产业，并逐步
呈现出厚积薄发的态势，获自治区批复设立
贵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在农业方面，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打造了一批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
区和特色种养基地，中国富硒生态港品牌享
誉内外，名优特农产品等走向全国，实现了
从农业大市到农业强市的转变。

在服务业方面，传统服务业持续提质增
效，商贸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依托

县县通高速、通高铁、通高等级航道的交通
区位优势，构建了江海联动体系，贵港的港
口货物吞吐量占亿吨级西江黄金水道的“半
壁江山”。

改革创新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投
资环境满意度、创业便利度排名全区前列，
“放管服”改革、供销社综合改革等改革工作
走在全国前列，经济发展活力持续激发。

构建“智慧贵港” 提升城市功能

贵港市组织开展城市建设大会战和“六
城联创”工作，市体育中心、图书馆、博物馆、
园博园、罗泊湾大桥、青云大桥建成投入使
用。市中心城区主要道路“白改黑”工程全面
完成，海绵城市、市文化艺术中心、城区高架
桥等项目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取得显
著成绩，经验做法在全国全区推广，贵港市
荣获“2018 中欧绿色和智慧城市技术创新
奖”并取得“2018 中国绿色智慧城市发展高
峰会议”承办权。中心城区面积是 2012 年的
1 . 2 倍，城镇化率提高 5 . 3 个百分点，实现
“自治区文明城市”三连冠，荣获“全国森林城

市”称号。“2018 奔跑中国·一带一路”马拉松
系列赛、第 32 届全国荷花展览等全国全区
重大赛事活动在贵港市举办，城市魅力日益
彰显，美誉度持续提升。

建设“健康贵港” 提升幸福指数

贵港市每年将 80% 以上财力用于民生
保障。新建、改扩建了一批学校，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排名在全区前位，广西物流职业技术
学院、广西工业学院开工建设，结束了广西
唯一没有大学的地级市的历史。社会保障体
系实现城乡全覆盖，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较 2012 年分别提高了 92%、166 . 6%，救助
救济、优抚安置、棚改危改等工作情暖万家。
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工作有序推进，累计减
贫 40 . 76 万人，349 个贫困村摘帽，贫困发生
率由 2012 年的 12 . 1% 下降到 2018 年的
3 . 9%，易地搬迁进度连续三年排名全区前
位，多个扶贫模式在全区、全国推广。健康贵
港建设加快推进，新建一大批卫生基础设施
项目，养生康体等医疗新业态方兴未艾。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蓬勃开展，群众文化生活丰

富多彩。法治贵港建设成效显著，社会大局
和谐稳定，获评“建设平安广西活动先进市”。

创新“党建品牌” 激活发展活力

贵港市创建了“书记面对面”“书记问
效”、市委书记“基层直通车”等十大党建品
牌，党建经验多次在全区、全国推广，党组织
的领导核心作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
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增强。率先在全区出台
容错纠错机制，形成了新时代敢干实干苦干
善干的贵港干部新作风。巩固和加强军政军
民团结，实现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和“自
治区双拥模范城”九连冠。

贵港市发展迈出的每一个坚实步伐，都
凝结着贵港全市各族干部群众的辛勤奋斗，
贵港人民为贵港的发展成就感到喜悦，感到
自豪！ 摄影/周开强、张庆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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