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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游客都会因为来过黄山而自豪，谈起

黄山的美，人们谈论的多是奇松、怪石、温

泉、云海、冬雪，如数家珍。还可以欣赏文人

墨客留下的书画、文学、传说，传颂名人轶

事。自然景观无穷无尽，文化景观蔚为大观。

黄山总是让人流连忘返。然而，黄山景区与周

边社区的共生关系，很多人可能是陌生的。事

实上，黄山的美不仅在于千姿百态的自然山水

和丰厚的人文遗迹，还在于它与周边社区的共

生与和谐，正是周边社区的存在，赋予了黄山

文化活的灵魂，也正是景区与社区的和谐才为黄山美景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

   

   景区：带动社区发展才能更好地发展黄山

   

   在黄山160.6平方公里景区范围内，有五镇（汤口镇、谭家桥镇、三口镇、耿城镇、焦村镇）

一场（洋湖林场），共有15个行政村与景区接壤，4万亩林地镶嵌在景区内，涉及人口万？人。过

去农民靠山吃山，伐木、采药、狩猎、烧炭、烧荒现象十分普遍，威胁着黄山景区的安全，一度

成为黄山保护的难题。为了有效地保护黄山景区生态，景区和地方政府在整体规划、森林防火、

松材线虫防治、项目建设、旅游管理、突发事件处置、应急救援等十八个方面形成了密切合作机

制，建立了联防、联动、联控体系，形成了稳定和谐的互动关系。特别是通过多项措施引导和支

持社区发展、农民增收，实现了“山上带动山下，山下服务山上”，山上山下和谐共赢的局面。

   

   其一，品牌带动。如何带动周边社区发展是许多景区面临的难题，黄山景区把品牌带动农民

增收作为其发展战略，十分注重通过黄山景区的品牌培育带动周边社区发展，景区先后荣获的“世

界优秀旅游目的地”、“中国旅游社会责任最佳实践奖”、“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最美地质公

园”、“社会综合治理先进集体”等数十个荣誉，既是对景区工作的肯定，也是景区品牌的重要标

志，极大提高了黄山景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景区把周边社区资源一并作为旅游营销的重要内容

向外推广宣传，如“徽文化节”、“黄山民间艺术节”、“民俗节”等，实现了景区与社区一体化发展。

随着景区品牌价值的提高，黄山地区的农产品、土特产以及地方文化也被赋予了黄山品牌价值的

光环，景区因此成为周边社区发展的龙头和动力源。茶叶、竹笋、蕨菜、石耳成为深受游客喜爱

的旅游商品，徽菜、米酒也受到游客的青睐，促进了农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

高。特别是农家乐的迅速兴起，使乡村游与景区游和谐共生、相得益彰，是周边农民致富的理想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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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产业扶持。为了帮助周边社区可持续发展，带动村民尽快致富，景区采取了一系列产

业扶持政策，先后扶持农民发展油茶、兴办养牛场、建立雷竹生产基地、发展猕猴桃产业等，景

区负责提供苗木，安排培训并聘请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在这过程中不仅提高了农民产业结构

调整的意识，也改善了农民的发展理念和技术素质。特别是成立了由景区采购配送中心和黄山区

农委及相关乡镇负责人组成的协作机构，专门负责协调社区农产品的生产与景区农产品采购的对

接。社区与景区双方签订农产品供应协议，社区根据景区采配中心的要求组织生产，有针对性地

发展种养殖业，生产优质农产品。通过与当地种养殖大户、蔬菜基地，以及农业合作社等新型经

营主体的合作，探索“公司+基地+农户”的合作经营运作模式，建立长效沟通协调机制，实现了生

产者与消费者的深度交流，既解决了农民生产农产品“卖难”问题，也保障了景区农产品的安全可

靠。切实在合作中实现“双赢”。

   

   其三，就业与补偿。为带动景区周边乡村的发展，景区采取了以奖代补的方式，每年拿出

200多万元补贴给村镇用于防火和林木病虫害防治。2016年每个自然村防火补贴为2.9万元，给行

政村补贴5.8万元，乡镇补贴4.3万元。此外，村民的公益林补偿每年20多万元，村里每修建一条

防火道路，给10万元的补助，每年村民清理防火道的枯枝落叶补贴10万元左右。这些措施增加社

区居民收入的同时，也把景区与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

   

   除了补贴，景区还努力为附近社区居民创造就业条件，索道管理服务、景区卫生保洁、餐饮

等共吸纳就业6000多人。景区还把部分经营权交给了社区，由镇里组织服务公司，统一安排管理

摊位，老百姓利用摊位销售土特产、食品、水、饮料和上山用的拐杖等，同时也把抬轿子、挑夫

等劳务纳入了规范管理的范畴。实现了山上就业与山下就业相结合，很好地解决了当地居民就业

问题。

   

   社区：守卫黄山的重要屏障。没有社区的景区是单调的，景区是山水园林的集合体，常说“山

不在高，有仙则名”，景区的灵性不仅来源于文人墨客的轶事传说，更主要的体现在当地劳动人民

的生存智慧。社区的居民提供丰富而具有黄山特色的农产品，维系着特色民居和生活方式，雕

刻、盆景、漆器、竹编、文房四宝、民俗、方言、传说等，与黄山景区一起构成了独特的文化综

合体。没有当地社区和居民，黄山文化就会因失去传承载体而黯然。当地居民也是黄山的保护

神，他们守卫黄山、利用黄山、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黄山。

   

   多年来，黄山景区和周边社区共建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共18项）工作协作机制。为了解社

区与黄山景区的共建共生关系，我们访谈了耿城镇勾村村主任，村主任谈起社区对景区的贡献如

数家珍，把社区的作用形象地概括为管好“四个一”，即“一把斧”、“一把火”、“一条虫”、“一帮

人”。

   

   “一把斧”是指乱砍山林，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中建房需要木材，做饭需要薪柴，炒茶、烘干竹

笋等需要木炭，都需要上山砍伐树木。有人为了生计甚至盗伐木材卖钱，1994年村里有3人因盗伐

木材被逮捕，2人被处以罚款。乱砍乱伐不仅毁坏森林，影响生态和景观，也是景区安全的隐患。

针对农民的实际问题，景区与社区合作首先帮助农民发展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安排就业，解决

老百姓生计。其次，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用电取代烧柴和木炭。村民们逐渐意识到了景区与社

区的关系，保护树木和森林成为了自觉行动，现如今，已经没有人再上山乱砍乱伐了。

   

   “一把火”是指林区防火。防火是黄山管理的重中之重的任务。人们不会忘记曾经惊动周恩来

总理的那场大火。1972年12月8日，一游客在黄山天都峰游玩，随手将未燃尽的烟蒂扔下山崖枯枝

落叶处，酿成大火。周围农民、工人、战士等1000多人闻讯赶赴火场，奋力扑救14个小时才将大

火扑灭。山火无情，4000多株黄山松、400余株黄山杜鹃，只剩下枯干残枝。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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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黄山管理处在天都峰脚竖立一块“戒碑”示警登山者引以为戒，同时加强了黄山的防火设施建

设。

   

   然而，防火不是景区自己可以独善其身的，需要周边社区的高度重视和积极配合。勾村村有

9700亩林地与黄山景区毗邻，过去村民防火意识薄弱，砍树烧炭、上坟烧纸、燃放鞭炮已成习

俗。为提高防火意识，消灭火灾隐患，景区与社区形成了常态化防火机制。村里有三名护林员，

负责在村域巡逻、宣传，重点防火期间，禁止野外用火，给每户发放通知单，签订防火责任书，

对弱智人群采取重点防控。在非重点防火季节，野外用火如烧灰、造林炼山、烧田埂草、祭祀用

火等，要按程序报批，做好防范措施。清明、冬至等节日祭祀、放鞭炮等也改为早晨进行，在做

好防范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可以用火，以把危险降低到零。村规民约规定谁违规用火，当事人要

鸣锣七天，义务宣传防火知识，还要被罚款500元。通过宣传教育，防火意识已经深入人心。近30

年来，村域没有发生过一次火灾。

   

   “一条虫”指松材线虫，是危害极大的外来入侵物种之一。1982年在南京中山陵首次发现，以

后相继在江苏、安徽、广东和浙江等地成灾，几乎毁灭了在香港广泛分布的马尾松林。近距离传

播主要以天牛为媒介携带传播；远距离靠人为调运带疫，如通过苗木、松材、松木包装箱及松木

制品等进行传播。被松材线虫感染后的松树，针叶黄褐色或红褐色、萎蔫下垂，树脂分泌停止，

病树整株干枯死亡。由于扩展迅速，现已对黄山景区天然针叶林构成了巨大威胁。为此，在景区

周边社区成立协作机构，针对防控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或突发异常的枯死松树、林业有

害生物防控以及松材线虫病逼近黄山态势等情况，及时部署防控措施。松材线虫防治，社区的工

作十分重要。首先是松材线虫的防治宣传，做到家喻户晓，告诉一家一户，不能买松木家具，不

要把松木制品及其松木材料的包装带到村里。让“松木及其制品不从黄山区调入黄山风景区”的意识

深入人心。其次，做好检疫检查、松林监测、及时清理枯死松树并安全处置。调查监测松褐天牛

发生危害情况，积极进行有效防治。有效阻断松材线虫病人为传播途径。再次，通过相互交流形

式，采取相互选派学习等方式，提高社区松材线虫病防控能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防虫需要

设立宽四公里宽的环黄山生物隔离带，隔离带内的松树全部砍掉，为此老百姓做出了巨大牺牲，

有的农户损失上千棵松树。但大家都很理解和支持，每年还要认真的把隔离带内幼松树及时进行

清理。

   

   “一帮人”是指进山的“驴友”。随着户外运动的兴起，“驴友”群体越来越大，他们自带帐篷、厨

具以及各种野外生存工具，进入黄山未开发区，多数具有探险性，对景区防火防虫带来压力。景

区周边社区有七条驴友可以上山的路，单纯靠景区管理不仅发现难，劝阻也难，必须调动社区的

力量。勾村村就有这样一条受驴友青睐的上山路。社区要求村民不给驴友当向导，村里在必经路

口设卡，与驴友协会联合，教育驴友不带松木制品上山，采取进山登记、留下火种，以及劝阻或

制止上山等措施，协助景区对驴友进行教育和劝阻。发现有危险物携带及时报告给景区或林业公

安处置。

   

   村民：保护黄山就是建设自己家园

   

   黄山景区周边的老百姓是黄山景区的直接受益者，他们亲历了黄山旅游发展历程以及社区发

展变迁，更能深刻体会到黄山景区与社区共生、共荣、和谐发展的关系。汤口镇寨西村的村民杨

跃平个人的经历是黄山周边村民生活变迁的缩影。1961年出生的杨跃平在1970年代，全家有七口

人，当时在生产队劳动一天只有2毛钱的收入，全家人干一年还不够口粮钱。当地的大部分家庭都

处在贫困状态。老百姓生活发生显著变化是从1979年开始，那一年的7月，邓小平同志来黄山视

察，高瞻远瞩地指出“黄山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由此带

来了黄山旅游的春天。游客越来越多，汤口村家家搞起了“民宿”，尽管条件简陋，收费也很低，每



天住宿费只收5元，但老百姓积极性空前高涨，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给客人住，老百姓自己住厨房

或者裹大衣睡。杨跃平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赚到了“第一桶金”，他在山上摆地摊做生意，卖导游图、

拐杖、雨衣、小工艺品等，一天可以赚到300多元（当时的公司职员的工资只有36元）。后来有了

自己的商店，2000年开始做酒店，如今他的酒店有36间客房，80个床位，每年收入几十万元。如

今，一个贫困村庄已经变成了灯红酒绿的旅游小镇，农民变成了生意人、老板或股东，受到人们

的羡慕。没有黄山旅游的大发展，这种变化是难以想象的。

   

52岁的黄建国是三口镇汪家桥村村民，曾在外开矿做生意，2008年看到了黄山的品牌价值，回村

里流转了800多亩山场种植茶叶，还成立了“丁坑茶叶合作社”，带领村民一起致富。(点击此处阅读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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