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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伐木之争A10

自1982年从国有林场改为首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后，“砍伐” 在张家界林
区就变成了一个多余的词。如今，这个词被再度提起，更为戏剧化的是，在
记者采访期间， 围绕砍伐的争论甚至从网络延展至张家界市政府多个部
门，变成了官方内部的一场大讨论。

核心提示

张家界杂树遮景，要不要砍
网友吐槽：杂树遮挡景点，不值票价 旅游局：不妨将决定权交给300万游客

近日， 发表在华声论坛内的一篇帖文
《无比失望的张家界金鞭溪之旅， 好好的美
景全给毁了》， 一下子把张家界森林公园管
理处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帖文的作者、华声
网友“树木岭散人”指出，“管理方因噎废食，
死守不能砍树的规定，让金鞭溪如斯美景沦
落，不值票价，‘世界最美峡谷之一’徒有虚
名。”这一帖文被转发后，在网络上引发上百
万网友的争议讨论。

【支持者】

导游：金鞭岩杂草疯长遮景

10月13日下午，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金
鞭岩，28岁的本地女导游刘小青面对遮隐在
乱丛杂木背后的石峰，手脚并用，试图向一
群韩国游客介绍眼前奇景。

在刘小青的记忆里，10年前的金鞭溪，
溪谷两侧的杂木还没长起来。“那时的岩峰
溪谷秀丽奇绝，让人叹为观止，任何言语解
说都是多余的。”她打开手机，在网上找出了
一张十年前金鞭岩的照片。与眼前的金鞭岩
对比，照片中的金鞭岩没有杂木遮挡，形态
清晰，开阔雄奇。

“景区管理部门应该将这些杂木乱林清
理干净。如果任其疯长，再过十年，金鞭岩将
成为照片中的记忆。”刘小青忧心忡忡地说。

摄影师：杂木破坏砂岩地貌

覃文乐是张家界市摄影家协会的副主
席，多年来用镜头见证了金鞭岩景观从有到
“无”的历程，也是砍树的坚定支持者之一。

在他看来， 张家界独特的砂岩峰林地
貌，集雄、奇、幽、野、秀为一体，汇峰、谷、林、
水为一身，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特地貌。
“从摄影美学角度而言，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
园内有的植被其它森林公园也有，但张家界
沟谷纵横、峰林秀立的地貌特质则是无与伦
比的。清理杂木，一是能够开山现景，让世界
能够领略张家界之美。二是能够保护石英砂
岩的地貌特征，因为杂木过多，根系深入地
表，会破坏石英砂岩的完整性。”

丰富的植被和茂盛的林木一直是张家
界人引以为傲的资本，但过高的森林覆盖率
却让这位摄影师遗憾：云海景观正在以越来
越低的频率出现。

“云海景观一般出现在大雨之后， 绵羊
状的白云朵朵连山，非常美。但近年来，这种
景观正在离我们远去。”覃文乐解释，树木过
于茂密后，会吸收大量雨水，不易被阳光蒸
发出来，因此不易形成云海景观。

【反对者】

林业部门：一棵树都不能砍

“张家界森林公园内，林是根本，不管是
《森林法》的规定，还是从景区的长远发展来
看，我认为一棵树都不能砍。”张家界林业局
纪检组组长全民政说。

据全民政介绍，张家界森林公园成立自
1982年，此前，它的前身是国有林场。1982年
开始，张家界森林公园里的树就全面禁止砍
伐了。

“林区历史上几次遭受大面积砍伐、焚
毁，景区有今年的面貌得来不易。”全民政认
为。“没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张家界不可能成
为国家级森林公园、旅游胜地、地质公园、自
然保护区。” 张家界林业局林场站站长田小
山也认为，景区内的杂木即便需整理也必须
严格按照流程立项报省林业厅批复。

按现行法规
不能大轮伐

在张家界国家森林
公园管理处营林科副科
长李核隆看来，金鞭溪的
杂树只是“障目一叶”，张
家界40万亩人工自然林
的“伐”与“不伐”才是两
难处境。

“1982年前， 张家界
国有林场的努力方向是
造林产木；1982年后，张
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主
要目的则是禁止砍伐 、
保护生态。 名称和功能
虽然变了， 林地还是原
来那块林木， 树木也是
原来那片树木。”李核隆
介绍，在1982年前，国有
林场曾在林区大面积种
植人工杉木林，生长至今，
这批杉木林总占地面积将
近40万亩，比森林公园内
的30万亩自然林还多10
万亩。

“从1982年到如今，
时间已经过去了32年。而
人工杉木林的轮伐期只
有30-35年，逾期不伐，杉
木林会停止生长、开始老
化、腐败。”李核隆担心的
是，这些大面积临近老化
腐败的杉木林如遇狂风
暴雨、闪电雷击，将对景
区内游客的生命安全产生
何种影响。

但 是 ，2011 年 中 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88号发布的《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森 林 法 实 施 条
例》 第二十一条规定禁
止毁林开垦， 毁林采种
和违反操作技术规程采
脂 、挖笋 、掘根 、剥树皮
及过度修枝行为。 此外，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自
2000年起， 就已退出编
制森林年度采伐限额计
划，没有编限，就不能申
报采伐指标。

“按照现行法规，在张
家界进行大规模轮伐完全
不可能。 即便是允许砍
伐，40万亩人工杉木林按
照每年100立方米的速度
砍伐下去，完成更新至少
需要280年。”张家界国家
森林公园管理处副处长
宋彦璋表示，从游客的角
度而言，买了门票，由于
杂树遮挡而看不到景区，
这是管理方的责任。不管
是出于开窗亮景、显山漏
水的需要，还是从提高生
态质量、保障游客安全的
角度出发，都希望有关部
门能批准修剪杂木、 科学
轮伐。

金鞭溪的树到底能不
能砍？网络上的争议也引起
了张家界市旅游局局长丁
云勇的关注。“我的看法是，
在保护的前提下，只要能让
游客更多地看到风景，可以
进行林项整理、 适当修剪，
遮挡风景的茂密杂木要砍
伐、梳理。”丁云勇表示。

“每年12月到次年3月
去看金鞭溪、金鞭岩，少部分
落叶林（楠木）四季常青，其

余落败， 看金鞭溪和金鞭岩
的视野比较开阔。而3月-11
月期间景点则几乎被森林植
被完全遮蔽。” 丁云勇介绍，
整个武陵源区， 植物种类相
当于欧洲总和的1.5倍。修剪
繁茂枝条，人为干预，有利于
推动生物多样性发展。

一则来自旅游局的统
计显示，近两年来，每年有
将近300万国内外游客涌进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张家

界森林公园已经俨然成为
世界的张家界森林公园。在
景区砍伐林木一事政府是
否有话语权一事上，丁云勇
持审慎态度：“张家界作为
一个旅游城市，政府的服务
意识是城市发展的生命线。
砍或不砍，这个事可以通过
网络由游客和民众做主。政
府要做的事就是，请专家和
林业工作者做必要性论证
和科学规划。”

据地方志记载 ， 张家
界，又名青岩山，相传汉代
留侯张良隐居于此而得
名。古时全为自然林覆盖，
清雍正、 乾隆年间因发现
铁矿，兴起了炼铁业，砍树
烧炭炼铁，使“山木亦罄 ，
不足以鼓铸”。 清末民初，
匪患泛滥，放火烧山，加之
后来1958年大办钢铁、大办

食堂，张家界的森林资源进
一步受到破坏。 及至1958
年，张家界林区除岩峰岩壑
上的自然林外， 仅有林地
6200余亩。

1958年4月， 张家界国
有林场建立。国家提出“三
自一包 ”， 鼓励社员开荒
垦地造林。1962年至1965
年， 张家界国有林场每年

以 1800亩到 2400亩的开
荒造林速度向前推进 。到
1971年，林场的造林任务
全 部 完 成 ， 总 共 造 林
18225亩。

1982年，国务院批准在
张家界建设中国第一个国
家森林公园， 管理方的工作
重点进入护林育林、保护生
态环境。

建议

是否砍树可请游客投票

背景

曾是国有林场，后建森林公园

从一个景区的几株杂木生发， 一场网络的吐槽最终演变至政府多部门陷入集体辩论。答
案悬而未决，而叫好声已然响起：游客的一声叹息，在短时间内即刻触动了与旅游相关的多个
部门的敏感神经。作为一个服务型的国际旅游城市，张家界市各级官员对自身所处的城市历
史与城市定位有着清醒的认识。

回到这个两难问题本身：在不同人的眼里，自然景观有着不同的价值。到底是维持自然本
色，还是迎合人类自身而修凿大自然？也许，这一难题不是张家界森林公园独有的，也是全国
近800个国家级森林公园需要共同面对的。 ■记者 龚化

维持本色还是稍加修凿

记者手记

2014年，张家界武陵源金鞭溪风光。
通讯员 李纲 摄

2007年，张家界武陵源金鞭溪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