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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如此。

1931 年，时任云南省主席

龙云题词“石林”，开启了石林

公园建园史。1978 年 4月 1日，

石林卖出第一张门票。1982 年，

石林风景名胜区被国务院批准为

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那时，

旅游业尚不发达，但石林早已名

声在外，很多外国游客慕名前来。

为此，包括小普爷爷奶奶在内的

端上“旅游饭碗”的当地村民，

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外语。

但是，理念跟不上，管理不

规范，保护意识淡漠。在这样的

现实条件下，1990 年，石林开

始申遗准备工作，随后以“中国

喀斯特”名称申报世界自然遗产。

1992 年，世界遗产专家应邀前来

进行非正式评估考察。专家认为，

石林缺乏国际性对比研究，无法

证明石林“中国喀斯特”的代表

性和普遍意义。

申遗机会只有一次。石林主

动撤回申报文本、暂缓申报，

从此开启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改

造工程。

如今，石林变了，但也没有

变。在小普的记忆中，除了设施

完善、经营有序、环境卫生整洁、

植被更加茂盛外，“里面基本没

有改变”。

关于变与不变的话题，不

得不提当年发生的一场“厕所风

波”。2006 年，石林游客中心

新建的一座卫生间，采用当时国

内领先的覆土建筑理念，配套有

休息椅、感应式射灯、LED 屏等

设施，并与“阿诗玛生态文化

园”巧妙地融为一体，很多游

客不相信那是一座卫生间。

由于理念超前，很多人不

理解，“石林为啥花 30 万元建

一座卫生间？”由此引起不小

的争议。直到不断传来好消息：

2015 年 9 月，云南省旅游厕所

建设暨旅游扶贫推进工作会议

召开，对石林旅游厕所建设给

予表扬；2016 年 10 月，石林

景区上榜全国“厕所革命”最

佳景区。

经几代申遗人的努力，终

于迎来结果揭晓的一天。2007年，

“中国南方喀斯特”成功申遗。

 

千嶂叠翠  撒尼欢歌

漫步石林景区，不时可见

三五成群、身着民族服饰的人

们欢快地弹奏大三弦，放歌起

舞，一些妇女则坐在石凳上专

注地刺绣。

“这里面很多人是我们村

的。”小普说，景区每年从全

县各村筛选约 150 支符合条件

的演出队，到景区进行民族民

俗文化展演。展演没有固定形

式，兴之所至，随心而动。

这是石林以旅哺农的手段

之一。石林县把旅游富民、和

谐兴村作为遗产地周边村寨发

展的主要目标，先后对景区周

边18个村开展以旅哺农工作。

在景区发展中，优先把周边村

民吸纳为旅游服务人员，每年

提供工作岗位 600 余个。　

2008 年，为兑现对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申遗承诺，石林

县开工建设“彝族第一村”。

2010 年底，五棵树村整体迁

出，村民告别祖祖辈辈居住的

老村。

小普家住进新村 200 多平

方米的大房子，家人依旧从事

旅游业老本行。和他们一样，

“彝族第一村”约有 80% 的村

民从事农家乐、刺绣等旅游相

关工作。而小普从云南旅游职

业学院导游专业毕业后，回到

家乡，用专业知识向更多人推

介石林。

千嶂叠翠，撒尼欢歌。在

这片人与自然相生相伴之地，

石林遗产地正在续写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壮美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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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简介 : 2007 年，云南石林、贵州荔波、重庆武隆联合申报的

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云南

石林保护区面积 350 平方公里，由大小石林景区、乃古石林景区、长

湖景区等 7 个片区组成。石林因形态奇特、成因复杂、类型多样、发

育历史久远，具有较高的科研科普价值，是世界上唯一能以石林发育

遗迹和石林景观系列展现地球演化历史的喀斯特地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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