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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蒋成、汪军

一位村民展示一块宽约 1 米、长约 2 米的方
形海百合化石，上面约有 10 多株海百合“根茎”和
“花瓣”交叉、蜿蜒，“植株”姿态优美，像一幅国画。
“所谓的加工就是剔除杂质，需要一个多月时间，
大概能卖 2 万多块钱。从挖化石的人手中买过来，
大概三四千元的成本价。”他说。

在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县新铺镇，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家切割、“加工”化石，一度成了不
少农户的“生意”。一些村民家中堆放着至少几十
块化石，有残缺的，有完整的。他们用螺丝刀在厚
度约 5 厘米的石板上将古生物骨架周边的杂质剔
除、磨平，古生物骨架得以清晰地显现。

古生物化石精美的图案和稀缺性，令不法商
贩争相购买。在地下蕴藏着丰富的鱼龙、海龙、海
百合、鹦鹉螺等古生物化石而闻名世界的新铺，盗
挖盗采、走私贩卖化石，曾经是常态。

从 2003 年开始，关岭县持续加强对保护区内
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持续打击盗挖盗采，收缴鱼
龙、海百合等珍贵古生物化石上万块。

然而，由于资金和基础设施的缺乏，收缴的大
量古生物化石保护和处理也成为难题。

珍贵化石被盗采

藏在深山的古生物化石本无人知晓，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当地农民在开垦中发现带有动物形
状图案的石片。这些石片曾引来地质专家关注，但
此后数十年，对新铺镇的古生物化石研究并不多。

关岭县地质公园管理处副处长陈正江回忆，
直到 20世纪 90 年代初，当地农民从山上开采石
片用于堆砌猪圈，一些农户在砌墙的过程中发现
部分石块似乎“来头不小”，有的像植物的花冠，有
的像动物的骨头，有的甚至能够清晰看出鱼、海
龟、海螺等形状。

2006 年，湖北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的专家汪
啸风、陈孝红经过考证发现，新铺镇地下蕴藏着
2 . 2 亿— 2 . 3 亿年前的晚三叠世海生爬行动物和

海百合化石群，鱼龙、海龙、海百合、鹦鹉螺等各类
化石保存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形态精美，为全球
同期地层所罕见。

专家认为，关岭海生动物大约在水深约
200 — 500 米的海洋中生活。当时，由于沉积环境
宁静，海生爬行动物以及鱼类、海百合和大量无脊
椎动物等保存完好，经后期地质作用，形成了海生
爬行动物和海百合的化石宝库。

随着关岭的古生物化石被世界知晓，新铺镇
的一些村民开始秘密从事古生物化石盗挖盗采活
动。在卧龙村、海百合村等核心保护区，不法分子
在自家地里或租赁农户土地秘密挖掘化石，购买
面包车将座位拆卸进行盗运，再将化石进行除杂
质加工。加工后，面积从不足一平方米到几十平方

米不等的化石上，鱼龙、海龙、海百合等生物栩栩
如生，违法商贩争相走私贩卖。

这些化石不仅遭到“贱卖”，还成为部分国家
工作人员的“囊中之物”。与此同时，盗采盗挖严重
破坏了当地生态，容易引发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睡在茅屋守石头

“执法队成立的时候，湖北来的专家在关岭县新
铺镇发现了三条鱼龙，就是现在的原位保护 1、2、3
号馆。为了保护好这 3 条珍贵的鱼龙化石，我们就
搭建了简易的茅草房，盖住化石，有时候就睡在茅
草房里守护这些石头。”2003年从部队退伍后，左明
山来到执法队工作，现在是执法队的负责人之一。

关岭地质公园管理处，专司打击盗挖盗采、
私自加工、走私贩卖化石。16 年来，左明山积累
了丰富的打击盗采化石犯罪的经验，也多次面
临危险，三次受伤住院，威胁、恐吓更是不计其
数。

“第一天执法，队长带我们三个队员在一个
村寨里收缴化石。我们被很多不法分子围攻，当
时情况非常紧张，报警后公安赶到才把我们解救
出来。”左明山回忆，“我受过大伤三次，小伤数不
清。2005 年 4 月，当时副队长带着我们几个队员
到干田寨去巡查，被七八十个不法分子围攻、殴
打，我们的执法车被砸坏，那一次我们都在医院
躺了一个多月。”

左明山坦言，很多时候有放弃的念头，因为
家人也经常接到陌生电话，被人威胁、恐吓，有
同事夜晚出门被人用口袋罩住殴打。

“不过，作为一名退伍军人，国家干部，不忍
心看到漫山遍野被挖得千疮百孔，也不愿意这
么宝贵的资源被不法分子掠夺，我会一直坚持
下去。”左明山说。

左明山介绍，执法队每天都要上山巡查，每
两周必须把全部的 1000 多个采坑巡查一遍，做
好图片和文字记录。

“很多时候是和公安干警一起配合行动，这
样比较安全，对不法分子也有比较强的威慑
力。”左明山说，2012 年国家《古生物化石保护
条例》和《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实施办法》颁布
以后，当地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增强了许多，盗挖
盗采没有以前那么猖獗。

尤其是 2018 年 8 月，关岭县公安局、国土
局、地质公园管理处等几个部门配合行动，集中
打击了一批化石盗挖盗采犯罪活动，有效地治
理了盗挖盗采现象，目前已经基本看不到古生
物化石相关的违法犯罪活动了。

化石保护成难题

2003年开始，关岭县多部门持续打击盗挖盗
采，共收缴鱼龙、海百合等珍贵古生物化石上万块。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暴露在空气中的化
石会受到氧化，价值会受到影响。但目前资金、
人员等不足，没有多余的力量建设更大的博物
馆保护这些珍贵的化石。”关岭地质公园管理处
执法队队长李斌颇感无奈。

2004 年，国土资源部批准建设主景区为
0 . 94 平方公里的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关
岭县将执法收缴的古生物化石精心“加工”和装
裱，作为公园的主要展品，2006 年揭碑开园，是
世界上第一个以展示 2 . 2 亿年前(晚三叠世)海
生爬行动物和海百合化石为特色的国家地质公
园。

2009 年，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的核心
部分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建成对外开放。通过无
人机俯瞰，博物馆犹如一个巨大的菊石化石屹
立在公园内。博物馆中有大量保存完美的化石，
海生爬行动物鱼龙、海龙、楯齿龙、半甲齿龟、海
百合以及菊石、双壳、牙形石、鹦鹉螺、鱼类等化
石让人大饱眼福。

然而，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也由于游
客稀少等原因，连续亏损。“在旅游旺季，一天的
接待量只有 500 多人，现在除去水电费和员工
开支，我们基本上没有钱再去支付其他费用，基
础设施维修也很困难。”地质公园副经理杨其菊
说。

不过，拥有巨大科研与审美价值的化石宝
库，关岭人对地质公园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

“只要恢复良好的生态环境，与化石保护相
辅相成，虽然化石不能买卖，但化石一定能成为
关岭的耀眼名片。”左明山介绍，目前关岭县正
利用国家地质公园这个平台，发展旅游业，带动
当地百姓通过精品水果、农家乐等产业脱贫致
富。

2009 年，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被国土
资源部批准为国土科普教学实习基地。“地质公
园会利用好国土科普教学实习基地这个平台，
积极开展科普教育游，让更多人走进关岭化石
群国家地质公园，感受其独特的地质文化旅游
魅力。”杨其菊说。

贵州关岭：古生物化石保护的“劫”与“难”

▲ 2011 年 10 月 22 日在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内拍摄的海百合化石。 新华社记者刘续摄

重庆：“都市里的自然保护区”蜕变记
本报记者周凯

浩浩嘉陵江流入重庆主城北碚区，横切缙云
山脉。这里山水云相融，峡峰泉交汇，动植物繁盛，
“缙岭云霞”名闻遐迩。缙云山脉深处，是我国亚热
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保持最好的区域之一，有
“物种基因库”的美誉。

2001 年，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山
下是重庆城区，外围是缙云山风景名胜区，“三区
叠加”，在我国特大城市罕有。

“三区叠加”得天独厚，但也带来管理难题。由
于得“地利”，农家乐一度无序粗放发展，私搭乱
建、“蚕食”林地，对保护区生态系统构成威胁。同
时，由于自然保护区开发受限，基础设施滞后，部
分原住民守着绿水青山难致富。

不能让生态宝库遭到破坏、不能延续低质量
的发展模式、不能让群众困守自然保护区……
2018 年 6 月，重庆市委、市政府开展缙云山保护
区环境综合整治，拆除多年违建、探索生态搬迁、

谋划产业升级，为全市重点生态功能区域实现“生
态美、百姓富”高质量发展探路。

日前，记者探访缙云山，保护区内违法建筑应
拆尽拆，景观焕然一新。一年来，这个“都市里的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实现了怎样的蜕变？“生态美、百
姓富”如何在这里破题？

拆除多年违建为生态“减负”

位于缙云山保护区实验区的白云竹海农家乐
一条街，有大小农家乐 65家。过去村民在屋顶、林
地上随意搭建彩钢棚，卫生环境差，与保护区优美
的生态极不匹配。记者近期看到，彩钢棚已全部拆
除，道路铺设一新，村容干净整洁。

林海苍茫，奇峰耸翠，缙云山保护区内珍稀濒
危植物繁多。据调查，保护区现有植物 246 科、
992属、1966种，其中国家级保护珍稀植物珙桐、
银杉、红豆杉、桫椤等 51种，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典
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和植物种基因库，具有
较高的保护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

山下就是城区，缙云山成为重庆市民休闲旅
游之地。从前由于规划滞后、多头管理，农家乐乱
搭乱建导致保护区部分区域脏乱差，少数村民违
规租售房屋，一些外来业主违建跑马场、酒店等经
营性项目，出现蚕食林地等破坏生态行为。

基层干部介绍，过去一直想对这些问题进行整
治，但由于利益牵涉面广，担心处理不当引发矛盾，
不敢斗真碰硬，客观上助长了缙云山保护区乱象。

小散乱农家乐、各类违建威胁着重庆这座“绿
肺”。2018 年 6 月 5 日，重庆市委、市政府提出“直
面问题、精准施策、保护自然、保障民生”方针，强
力治理沉疴顽疾，启动缙云山保护区环境综合整
治。

首当其冲是拆除各类违建。北碚区抽调 500
多名干部，组成 37 个工作小组，全面排查保护区
内 2192 宗建筑物，对 205 宗违建逐一建立整治工
作台账，明确整治时间表、任务书、责任人，逐条逐
项整改销号。沙坪坝区和璧山区也排查出数十项
违建。

拆除违建涉及不少业主和村民。尤其是部分
村民将自家农房改造成农家乐，逐年投入，私自搭
建“长高长胖”，整治难度大。缙云山保护区内 150

多家农家乐普遍品质不高，包食宿一天仅一两百
元，拉客杀价、利润微薄，陷入恶性循环。

“面对一些业主和村民的抵触情绪，如何实现
平稳整治，考验我们的群众工作水平。”北碚区“两
违”整治办副主任吕玉春说。

为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北碚区干部挨家挨户
走访农户，制定环境保护公约，发放宣传手册数千
册，召开院坝会、座谈会听取群众意见和诉求，现
场办公解决群众问题，并组织村民和农家乐业主
到莫干山等地观摩学习。

“刚开始，有的业主和群众不配合，骂娘的都
有。但随着耐心细致地做工作，村民们最终认识到
生态破坏了对大家都没好处，拆违得以顺利进
行。”吕玉春说。

在白云竹海农家乐一条街，“千竹农家”农家乐
老板娘周燕告诉记者，自己花六七万元搭建的玻
璃房，“拆了后，自己当初有些想法，但是环境确实
到了要整治的地步。近几年，游客逐年减少，主要
原因是档次低。希望借此机会缙云山能提档升级。”

缙云山保护区内的黛湖是稀有藻类的栖息
地。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周边聚集了多家乡村酒
店，取水、排污影响了黛湖水质。这些酒店有合法
部分，但多年来逐步向周边违规扩建。为保护藻类

生态系统，在保障业主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北碚区
将其整体拆除，并聘请专业团队设计了黛湖湿地
生态修复方案。

葵莲养心谷、九滨马术场等经营性项目侵占
保护区林地、违规开发。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违
建项目已全面拆除、覆土复绿。

重庆市林业局负责人介绍，经过有关部门和
地方一年的努力，缙云山保护区内已认定的 340
宗违建已完成整改 314 宗，正在推进整改 26 宗。
一些多年来积累下来的矛盾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未发生上访事件，实现了阶段性整治目标，开启了
缙云山保护区“生态美、百姓富”综合提升的“后半
篇文章”。

探索生态搬迁，不让村民“苦熬”

缙云山保护区内户籍人口近 9000 人，其中
核心区和缓冲区内就有 1100 多位村民。由于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控严格，道路、水电等基础设
施相对滞后，产业发展受到限制，缙云山保护区
部分原住民生产生活困难，多年来信访高发。

73 岁的蓝长生家住缙云山保护区核心区的
缙云村戴家院组，因退耕还林、缺乏产业支撑，老

两口靠子女赡养。“我从家走到村委会要 1 个小
时，种地一年只有几千元收入，少得可怜。”

重庆市林业局负责人表示，村民想“靠山吃
山”是缙云山保护区产生违建等生态破坏行为
的主因，另一方面，保护区环境容量有限，大量
原住民生活在保护区内既不利于生态保护，事
实上也难以增收致富。

在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研究相关政策的基
础上，重庆市制定了缙云山保护区生态搬迁试
点指导意见。自愿进城入户的，对村民农房进行
一次性补偿；自愿异地搬迁的，在保护区外围规
划建房安置点。同时对搬迁户位于核心区、缓冲
区的集体林地、承包地、自留地等进行生态赎
买，解决搬迁村民子女就学、社保等问题。

好政策得到村民的一致拥护。北碚区成立
了生态搬迁工作指挥部，走访群众宣讲政策。从
4 月启动至 6 月 5 日，签订生态搬迁协议的核
心区、缓冲区村民已达 515 人，占比超过 96%。

“生态保护好了，大家都享受。搬出去生活
方便，社保等问题也解决了，我能不支持吗？”蓝
长生老人笑着说。

位于缙云山保护区核心区的缙云村大屋基
社在森林深处，有十多户村民住在这里，交通十

分不便，到最偏远的村民家中得走土路近一个
小时。记者看到，已经签订搬迁协议村民正在有
序拆除农房。

为解决搬迁村民就业、鼓励原住民保护生
态，北碚区聘请 150 名当地村民担任巡山护林
员，增设保护区公益岗位约 300 个。

大屋基社村民李星华曾违规超高超面积建
房，如今领到生态补偿搬到镇上居住，违建房屋
已拆除复绿，但在山上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错了就改，我现在是保护区护林队队长，和村
民们一起保护缙云山，有了绿水青山才能有金
山银山。”李星华对记者说。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仲夏时节走进缙云山，雨后云雾缭绕，高大
的红豆杉、香樟蔽日成荫，空气清新，令人心旷
神怡。缙云山下就是嘉陵江小三峡之一的温塘
峡，江边是重庆市著名的北温泉以及当地古村
落金刚碑。

尽管缙云山片区资源禀赋优越，但长期以
来业态较为低端，上山沿线部分区域脏乱差。重
庆市在缙云山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同步谋划
片区产业结构提档升级，走深走实“产业生态
化、生态产业化”发展之路。

北碚区将缙云山保护区综合整治工作延伸
到缙云山沿线范围，拆除违规广告 592 块，关停
搬迁企业 12家，铺设人行步道、栽种花卉绿植。

过去，在缙云山风景名胜区大门处，农家乐
揽客、小吃摊乱摆、车辆随意停放等乱象群众反
映强烈。经整治，在原有建筑中新装修的咖啡
厅、缙云山保护区生态展示厅开门迎客，停车场
修缮一新，乱拉客、乱摆摊不见踪影。

得益于环境改善，今年 3 月举办的缙云山
国际森林山地马拉松赛吸引了国内外 5000 名
跑步爱好者参赛，“五一”期间缙云山景区接待
游客 6 . 35 万人次，同比增长 57 . 6%。

目前，重庆市相关部门正在编制报送缙云
山保护区总体规划以及缙云山生态修复、空间
利用、文旅产业提升 3 个专项规划，在严格保护
生态的前提下，依法依规、科学有序发展休闲度
假、温泉康养、文化体验等生态产业，将大缙云
山打造成度假公园。

北碚区负责人介绍，当地正按照“山上做减
法，半山做特色，环山做加法”的思路，加快实现
缙云山片区“生态美、百姓富”：

积极引进巴渝民宿公司等国有资本，推动
农家乐向精品民宿转型发展；加快推进片区棚
改，改善风貌环境；

在缙云山脚下，北温泉公园正在完善旅游
设施配套，连接历史文化街区的嘉陵江滨江步
道正提上日程；

大缙云山环山绿色步道示范段即将动
工……

“缙云山变化真大！”这是不少重庆市民的
同感。

重庆市林业局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严格
整治和验收标准，确保缙云山保护区内所有问
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探索林长制等生态保护
长效监管机制，积极推进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试点工作。

▲嘉陵江畔的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北碚区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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