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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刊第 3卷第 2 期 146 一 151 页 ( 19 8 3 ) 发表过王献薄教授写的有关大明山 保护问越

的文章
.

眨眼之间
.

已时过五年
,

如今又撰写成此文
.

反映广西保护区事业的发展
,

也即反映了广

西林业部门和区内外其他部门以及广西各级政府在自然保护工作上的成绩
.

可喜可贺里

自然保护
.

特别是森林保护
,

是当今世界引人焦虑的重大问题
.

而利用与保护
、

支出与收入的

矛盾始终未解决好
,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
.

作者此文报道了大明山保护区的管理经 脸
,

似乎已向人们指出了方向
.

指出了较好的办法
.

广西山多
、

林多
、

动植物多以及林副产品多
.

既是特点
,

又是优势
.

但如何把这些优势转换为

富有经济效益的现实
,

还要做一番艰苦的工作
.

而这几个
“

多
” .

总是集中在天然的 森林里
.

所

以
.

如何把那些具有保护价值的在天然林区保护起来加以经营
.

可能是广西发展经济战略研究中的

重大课题
.

本刊编者有感于此
,

特加数语
.

希能引起区内各级领导和群众的广泛注意
.

大明山自然保护区位于北 回归线附近
,
地跨北纬 2 3

0

2 4尹一 2 3
0
3 0 , ,

东 经 10 9
0
2 0 ,
一 1 0 8

.

2 4,
,

总面积 10
.

4 7万公顷
,

有林面积 3
.

2万公顷
,

覆盖率 3 0
.

6%
,
其中天然 常 绿 阔 叶 林 保

存仍较好
,

主峰龙头山
,

海拔 1 7 6 Om
,

相对高度 1 5 6 3m t ` 1 。

它的存在不仅在油养水源和调节

气候方面起重要作用
,

为周围居民发展生产提供丰富资源
, 而且对广西的首府一南宁的经济

建设和文化
、

科学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价值
。

有关它的自然特点
、

森林概况和经 营 管 理 意

见
,

曾有过专文介绍 [ ” 之 , 3 」 ,

并得到保护区和主曾部门的接受
, 于 1 9名3年开始进行五 结 合

有效管理试验
。

经过 5 年的试验
,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

不久前区林业厅主持召开鉴定会
,

得

到与会 专家一致的肯定
。

现把情况简介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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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五结合有效管理的基本内容和做法

按 }{砚丰物圈保护区基本概念的要求 厂` 刃,

把自然保护区看为是一个开放的经营型 实 体
,

把自己的工作与当地经济建设夺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密切结合起来
,

它的首要任务是保护
,

但在不影 响保护的前提下开展科研
、

教育
、

生产和 旅游等活动
,

并把它们融合为一个有机整

休
。

保护
、

科研和教育推动生产 lt[ 旅游的发展
,

而生产和旅游又反过来促进保护
、

科研和教

育工作进一步的潇人知提高
,

从而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的改善
。

在这种

思想指导下
,

使处于舆论反对继续盲 目采伐
,

被迫转入消极保护
,

傍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
,

得到一线生机
。

在各方面的鼓励和帮助下
,

向一 个新的方向摸索前进
,

主要的经营内容和做

法简述如下
:

1
.

保护 保护区屯正式建立后
,

天然林 区的保护 已得到基本的解决
,

人工林区特别是集体

林区有 一个时期无计划的乱砍比较严重
,

如果不 及时解决
,

必然也会波及到 天 然 林 区
。

为

此
,

必须全面考虑
,

寻找根本解决的办法
。

首先
,

把保护区严 格地划分为核心区
、

缓冲区和经营利用区
。

核心区建于大片天然森林

保存比较完整的 区域
,

如甘南渝夫为
一 、

朝阳沟 1 2
、

13 林班
、

望兵山
、

公益山
、

龙头山
、

北寨

峰
、

水阵峰 一带
,

注
、

面积 e 6 C 6公顷
,

区内不许进 行任何经营活动
。

缓冲区在核心区周围
,

主

要是一些伐区但还能迅速向原坐性森林发展的区域
,

如茶场
、

拉撮
、

天平
、

两江等地
,

总面

积 7 5 0 7公顷
。

经营利用区」笼要川作多种经营 菜地
,

包括政造和朝阳一带
,

悦
、

面积 3 6 2 7公顷
。

不同区域采取不同的经营方针 、 但彼此融合为一有机整体
。

其次
,

要加强领导
,

健全护林组织
。

大 明山水源林保护区管理委员会的建立起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
,

由于负责人由南宁行署 几南宁市政府和区林业厅的有关领导担任
,

这就使林区的

保护工作直接由领导负责
,

在这个委员会领导下制定整个林区的管理条例
。

保护区负责人承

担这个委员会的办公室工作
,
贯彻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

主管 日常工作
,

协调各县 的 有 关 问

题
,

定期开会…, 使地方领导了解保护区的工作
,

一

直接参与领导和解决问题
。

保护区主任亲 自

抓保护工作
,

还分配一名副书记负责时加具休的管护任务
。

保护区下设若干管护站和护林小

组
,

并制定管护人员的岗位责任 , 落实管理承包任务
,

深入林区各地进行细致的工作
。

受南

宁地区和 南宁市林业局的委托
,

与林区周围七个乡镇签订了 2
.

4万公顷的管护承包 合 同
,

使

整个林区的保护工作进一步落实到乡镇和村庄
,

以法治林得以贯彻执行
。

保护区还建立专门

的公安派出所
,
一

负责宣传教育和争种声件的处理
。 1 98 7年 2 月武呜县公安局还批准成立林区

治安队
,

定点定员到各管护站
,

协助检查监促护林 工作
,

宣传贯彻森林法
、

林 区管理条例以

及有关保护森林的法令和通知等
。

上级领导的关心和亲自过间是做好保护工作的关键
。

还有
,

就是宣传和 组钾群众
。

保护区建立后先后向周围群众
,

包括附近企事业单位和坪

镇工商户
,

广 泛宣讲有关保护森林和动植物的法令
、

大明山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

特别阐述

大明山保护区的地位和作用
,

保护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等
,

并征求他们对保护工作的意见
,

每

年都要在各县轮流召开联防会议
。

宜传方式多种多样
,

根据不 同时期张贴各种标语
,

印发各

种材料
,

各县政府张贴保护公告
,

利用各乡镇村的各种会议宣讲有关保护的政策和意义
,

并
:

联系实际介绍发展林业致富与毁林犯罪的正反典型材丰{
,

放映有关的电影
、

电视录相
,

进行

小型座谈
,

登门拜访交 淡等都是行之有效的
。

根据 1 9 8了年的不完全统计
,

保护区 i)lj] 围 1 5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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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农户中的成年人
,

基本上都听到了有关宣传讲解
,

面上接受宣传教育人数 达 5 6 0 0 0人次
。

1 9 86年保护区 电影队到各村镇
、

放映有关电影
,

长达半年之久
,

观众人数达 4幼心0人次
。

此外
, 、

在各重要交通路 口 ,

还埋设用钢材焊成的护林标语牌 36 处
,

火险季节护林员在各个重要路劝

设 岗执勤
,

护林员佩带护林防火执勤袖章
,

对进山群众进行护林防火宣传
。 -

一
’

依法查处毁林案件
,

处理山林纠纷
,

稳定山界林权
。

1 98 5年以前发生的盗伐案 26 件
, 依

法处理了 2 2起
,

本着重在 思想教育划清政策界限的原则
, 卜按七个区别

,

宽严结合
,

即
: 历史

老案从宽
,

现行破坏从严
; 盲 目协从者从宽

,

为首犯法者从严
; 坦白交代者从宽

,

抗拒凌代

者从严
, 积极退赔者从宽

,

抵赖者从严 ; 一般群众从宽
,

领导干部从严
。

一切依法办事
,

效

果很好
。

对于山界林权问题
,

本着兼顾国家
、

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原则
,

平等协商
,

妥善解决
。

目前
,

上林一带已有 0
.

93 万公顷土地全部领取山界林权证
,

武呜
、

马山已基本完成发证
。

保护区经营的面积也基本落实
。

与保护区接壤 的集体山林已落实了 90
.

6% , 已发证的面积 占
6 6

.

2 %
。

由于权属明确
,

为林区的发展打下了更加良好的基础
。 -

当然
,

经常同县
、

乡
、

村各 级领导密切联系
,

争取他们对管护工作的支持
,

也是非常童
要 的

。

保护区定期印发 “
林 区情况动态

” 送给他们
,

让他们了解情况
,

上
;

下联系在一起
,

出

现问题就能及时解决
。

目前
,

保护区周 围的许多群众承包造林和封山育林点星罗棋布
,

与保护

区签订承包管护责任区已连成一片
,

初步形成了一个保护网
。

这样
,

山林火灾有人救
,

破坏

山林有人制止
,

群众造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

保护区提出的以管护为主
、

封育结合
、

发展多

种经营的方针
,

已被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所接受
。

1 9 8 7年
,

整个林区造林 8 60 多公顷
,

封 山

育林 4 4 0 0多公顷
,

出现了不 少育苗专业户
、 」

造林专业户
,

种植八角茵香致富户不少
。

由于保护区面积大
,

现建有瞪望 台三座
,

防火线 2 0多公里
,

林道 35 公里
,

林区公路 10 多

公里
,

国家公路从山脚至 山顶 32 公里
,

配备机动车 5 辆
。

但交通与通讯 没备还远远跟不上管

护工作 的需要
。

保护区总部到 山顶天平 山与各管护站交通通讯设备尚未解决
,

有些管护站还

未通公路
,

车辆有待增加
,

保护区总部和各站基本条件都较差
,

也使管护工作 的开展受到一

定 的限制
。 ’

2
.

生产 实践证明
,

生产是自然保护区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

不进 行生产
,

保护区难以

长久维持下去
。

大明山自然保护区正式建立 以来
,

根据 自己 的实际情况
,

在不影 响保护工作

的前提下
,

有 目的有计划地在经营利用区开展了一些生产经营项 目
,

增加 自筹能力
,

主要有

下列几个方面
:

(1 ) 营林生产
:

经营利用区原有 1 0 0 0多公顷人工种植的马尾松林
、

云南松林和杉木林
,

通过抚育间伐
,

改造林分环境
,

每年可间伐木材 1 0 0 。多立方米
。

大力发展八角茵香林
,

几年

来已种植 1 00 多公顷
,

有 20 多公顷开始结果
,

产果年 7
.

3万公斤
,

估计 10 年以后
,

年产值 1 00 一 1切

万元以上
。

同时扩种杉木林 40 公顷
,

估计 15 年后主伐木材产值 20 0万元以上
。

(2 ) 工副 业生产
:

在原来的基础上经营一个综合加工厂
,

有两个车间
,

一个是木制品车

间
,

一个是菌类生产车间
。

木制品车间主要生产 办公桌
、 ;

公文柜
、

衣柜
、

床椅和沙发等
,

主

要销各县村镇
,

质量虽不高
,

但适合乡镇用
,

供不应求
,

几年来收入 30多万先
; 要待工艺改

进
,

才能销售城市
。

菌类车间主要生产 白僵菌
,

质量稳忿 受到使用单位好评
, 几年来曾销

售 1 5万多公斤
。

同时
,

也发展食用菌和药用菌
,

先后培育字灵芝菌
、

灵芝糖浆制
`

钻
、

猴头菌
、

香菇
、

木耳
、

凤尾菇等
,

几年来收入 50 多万元
。 卜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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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服务行业
: 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

,

来旅游
、

科研
,

教学和开会的人数日益增加
。

因

此 ,
食宿

、

导游
、

门票
、

销含土特产品等服务收入约 5 万多元
,

如果稍加充实和 增 加 新 项

目 , 收入将会更多
,
极待加强

。

(4 ) 其它
:
结合基建生产水泥砖 5 万块

,

发展汽车运输和修理
,

利用零星土地发展农副

产品
,
种植药用植物

、

花卉
,
制作盆景等

,
也有一定的收入

,

但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坚持
。

瓦科研 自然保护区本身的科研力量虽薄弱
,

但能集中力量结合保护和生产工作的需要

开展科研
, 如采伐迹地封山育林试验

、

抚育更新试验
、

马尾松
、

木莲混交林的栽培试验
、

八

角茵香林抚育施肥增产试验
、

白僵菌生产技术研究等
,

大大促进了保护和生产工作的发展
。

同时
,
保护区欢迎并组织区内外有关科研单位

、

大专院校来开展科研工作
。

其中
,

大明山自

然保护区植物区系和植被的调查研究
、

动植物资源调查
、

称猴桃资源调查
、

大明山林区的发

展规划
、

大明山不同森林类型涵养水源功能的分析
、

大明山林 区生态平衡考察报告
、

大明山

侯鸟调查
、

大明山风 景名胜区概要
、

大明山林地地貌
、

地质
、

土坡
、

水文
、

气象和社会经济

条件调查报告等
,
都为保护区的发展规划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

当然
,

由于未统一组织
,

所有

研究资料比较零星 , 今后
,
需要组织一次小型综考

,

以便在上述资料基础上
,

完成一项较系

统的自然条件
、

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研究材料
,

作为保护区的背景材料
,

以利发展的

需要
。

4
.

教 , 保护区广泛接受区内外大专院校师生前来进行 自然地理
、

土壤
、

生物和林业等

方面的教学实习
,

1 9 8 4年以来就达 4 00 多次
。

保护区为他们提供工作和生活上的方便
,

也尽组

介绍基本情况
,

上技术课
,

进行现场指导
。

近几年来
,

每年都有举办夏令营的任务
,

接受区

内外的青少年来活动
,

在某种程度上说
,

起到了良好的环境教育的作用
。

保护区始终把教育

工作看为 自己的任务
,

也同样利用他们的实习成果来编写宣传材料
,

指导生产和发展规划
。

与
.

旅游万旅游是保护区的一项功能
,

但在实践中必须注意稳妥地发展
,
以 免引起不必要

的破坏
。

这种认识在工作中不断得到加深
。

大明山四季的特赎梢
`

: “ 春之岚
,

夏之瀑
,

秋之

云
,

冬之雪
”

(武呜县志 )
。

高 山峡谷
,

烟雨光影
,

茫茫林海
,

瀑布飞泻
,

高 山草坪
,

壮乡新

姿
,
林海 日出

,

苔醉矮林
,

南强冰雪
、

民族风情
,

景点多而时间空间相间
,

长年都可游览
。

旅游工作的开展从服务招待型转为开发经营型
,

主动满足游人各方面的要求
,

也发挥职工工

作的积极性
。

通过划定游览区范围
,

确定旅游路线
,

制定具体的旅游守则
,

印制旅游简介
,

供应土特产品
,

方便游人
,

又不影响保护工作
,

既丰富了游人的 自然知识
,

陶冶情操
,

受到

一次生动的生态环境教育
。

保护区也扩大了职工家属就业的机会
,

增加了收入
,

从而维修了

房屋 6 0 0平方米面积
,

增设了餐厅
、

冰箱等服务设备
。

自筹维修公路
,

修建便道
,

为进 一 步

发展创造了条件
。

二
、

五结合有效管理的效益

6 年来
,
通过上述五结合的有效管理

,
保护区的多功能作用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

效益明

显
,

表现在下列 几个方面
.

1
.

生奋效盆 林区曾遭受几度破坏
,

水源发生明显变化
。

保护区建立后
,

经过封山育林

和人工抚育更新
,

大面积采伐迹地 已经恢复成林
,

同时加强造林
,

特别是针阔混交林
,

仍能

为林区周围各县的生态环境带来良好的影 响
。

发源于林区的大小河流 33 条水源不断
,

林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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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大明山自然保护区五结合有效管理的初步经验

年可提供水量1 1
.

5亿立方米
,

保证大小山塘
、

水库 5 94 个容量近 2 万立方米的水量
,

灌 溉 武

呜
、

马山
、

上林
、

宾阳 四县3
.

36 万公顷农 田
,

影 响范围 2 9 0 0平方公里
。

林区的水力发电也有

所增加
,

原开发利用的水电装机容量为 5 8 0 8奄
,

现正在施工兴建今年可发电的甘南河口水电

站
,

装机容量为 2 4 0 0砒
。

2
。

经济效益 在不影响保护工作的前提下开展多种经营
,

自筹 收入 逐 年 增 加
,

1 9 8 0一
1 9 8 7年累计收入约 15 0万元

,

平均每年递增 12
.

5吓
,

占总收入 4 0
.

4%
。

实行五结合有效 管 理

后
,

自筹收入增
一

长的速度更大
, 1 9 8 6年比 1 9 5 3增长 4 5%

,
1 9 8 7年比 1 9 8 3年增长 8 3%

,

比 1 9 8 6

年增长 14
。

6%
。

几年来
,

在各项生产中
,

根据不 同工种
,

实行多种承包责任制
,

如超定额计

件奖
、

包产承包
、

包金 (产值 ) 承包
、

生产期内自负盈亏和岗位责任制等
,

大大增强了保护区

经营管理的活力
,

职工得到一定数量的奖金
、

补贴
,

前景是可喜的
。

3
.

杜会效益 由于保护和生产工作得到协调的发展
,

保护区不但在维护生 态方面起了重

要作用
,

使邻近居民在生产和生活上得到利益
,

而且为社会上提供 自己生产的产品
。

加上各

方面人士亲身经历所进行的广泛宣传
,

大明山自然保护在广西所 占的地位以及保护它的意又

和作用
,

愈来愈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和理解
。

保护区以及邻近单位职工和周围村镇的广大群

众
,

接受宣传教育
,

特别是 自己的生活实践
,

对保护区更加爱护
,

生态意识大大提高
,

热爱

自然
,

合理利用资源
,

注意封山育林和人工造林
,

同时积极参加到防止破坏的活动中去
,

大

家都感到管理好保护区是大家的责任
,

改变了单纯靠 山吃山的消极思想
,

明确保护区持续利

的方向
。

这种社会影响深入人心
,

教育人民
,

作用是难以 估量的
,

不是用经济价值所能估算

用资源的
。

三
、

关千今后经营管理的意见

经过 5 年的探索
,

虽然在五结合有效管理上积累了一些初步经验
,

但各方面的工作还停

留在一般水平上
,

离自给自足还有相当的距离
,

更谈不上建立一个管理 自然的新型单位
,

为

地方经济建设和人 民生活的提高作出更 多的贡献
。

因此
,

必须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
,

使五 结

合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
。

在保护方面要制定更加切合实际的综合管理条例和各种责任制
,

进

一步健全管理制度和管护组织
,

充实和完善交通
、

通讯
、

护林防火等保护设施
,

进一步做好

群众工作
,

密切保护区和群众的关系
,

把保护工作建立在更加牢靠的群众基础之上
。

在生产

上要更加充分发挥 自己的资源优势
,

发展以种养为基础的多种经营
。

八角茵香经济价值高
,

见效快
,

应集约经营以提高单产
,

并扩大造林面积
,

5 年内要发展到 20 0公顷
,

10 年后每年产

值10 0万元以上
。

要继续间伐更新改造马尾松
、

云南松和杉木人 工用材林
,

加强成林 抚 育
,

泥进林木生长
, 并在更新林地大力发展本地珍贵

、

速生阔叶树种
,

海拔 8 00 米以上 山地 可 考

虑木莲 (M a 。夕I`e t i a f o r d i a n a )
、

深 山含笑 (M i c h e l i a m a u d i a e )
、

南 桦 ( B e t o l a a u s r r o -

砚; i ” e n s i s )
、

银荷木 ( cS h i m a a , g e 。 r e a )
、

擦木 ( P
s e u d o s a s s a f

r a s * s “ m u )
、

小果冬青 ( I l
e x

,” `e r o c o c e a )
、

紫茎 ( S t e切 a dr i a g e m o a r a )
、

白椎 ( C a s 一a n o P s ` 5 c a r l e s i i )
、

华南石柯 ( L i f h o c a r -

J, u s
f

e o e s *ar f a )
、

黄祀 ( E
n g e

lh a dr t` a c h
r y s o le p ` s

)和长苞铁杉 ( T s u g a Io n g i b
r a e t e a t a )

等 , 海拔 5 0 0米以下山地选择红荷木 ( S e h i m a 切 a l l i
c h i i )

、

刺 拷 ( C a s t a 拍 o P s i s h夕 s 才r i x )
、

酸枣 ( C h o e , o s P o , d i a s a 戈 i l l a r ` s )
、

格木 (E ,夕 t hor Ph l o e “ m f
o
心 11)

、

火力楠 (M i c h e l` a m a c -

( : l
“ r e ` v a r

.

s “ 6 l
a ” e a )

、

黄果厚壳桂 ( C r y p f o e a , y a e o n e纽” a )
、

香花才、 ( T s 0 0 0 g` o d e n d r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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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do r a f “ 川 ) 、
猪脚润楠 (M a e h i l o s c a *h a 夕e 作5 15 )和油樟 ( C `” ” a 用 。 阴 。m P o r re c f 。沉 ) 等

,

至少

也种植 20 0公顷
。

根据需要和可能
,

发展花卉和盆景 ( 如罗汉松
、

杜鹃花
、

吊钟花和红 花 荷

等 ) 生产
。

坚持并不断扩大食用菌和药用菌的生产
。

零星农用土地应根据旅游发展的要求
,

种植适当的经济作物和蔬菜等
。

林区有许多经济动物
,

值得大力 饲 养 发 展
,

如称猴
、

果子

狸
、

蛤纷
、

山蛙
、

穿山甲
、

山瑞等
。

养蜂也是急待发展的一个项 目
。

木材加工要结合间伐材

和小口径材的利用适当安排
,

并要提高产品质量
,

以便满足城乡的广泛要求
。

在科研和教学工作方面
,

除了要紧密结合保护和生产工作的要求以外
,

要办成一个良好

的科研和教学基地
,

建立环境监测点和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
,

聘请有关科研单位或大专

院校的专家作顾问
,

欢迎各方面的专业人员前来开展科研和培训工作
。

同时
,

不断提高保护

区工作人员的素质
,

以适应工作迅速发展的要求
。

大明山是南宁的一个避暑胜地
,

对南宁经济建设和文化
、

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

要

把它作为国家公园来经营
,

使旅游活动得到相应的发展
,

成为广西知名的游览区域
,

并在全

国占有一定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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