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通讯员 程亚星 程婧铭

日前，黄山风景区管委会获得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
术中心（HIST）颁发的合作奖，HIST 主任
郭华东院士在颁奖词中指出：这一奖项的
颁发是为了嘉奖黄山在支持可持续发展
目标上做出的研究与努力，以及为推动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方面做出的创新性贡献。

黄山分别于 2014 年 、2016 年 、2018
年连续举办了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
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 通过
该对话平台的搭建，促进了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三大名录遗产”（世界遗产、世界生
物圈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的政策制定
者、管理者、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深
入探讨名录遗产地资源环境保护、综合监
测、系统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动态平
衡方法及其科学技术手段。

截至目前 ，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UNESCO）在全球批准建立了 1154 处世
界遗产、727 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169 处
世界地质公园。 包括黄山在内，共有 8 个
保护地同时拥有这“三顶桂冠”。这 8 个保
护地既是全球自然和文化价值的最突出

代表，也是全球名录遗产保护管理和可持
续发展的杰出典范。

鉴于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
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HIST)及其依托
单位———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
所(RADI)与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共同发起“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
山对话会”，于 2014年 5月 26日至 30日在
黄山市召开了以 “空间技术在 UNESCO名
录遗产中的应用”为主题的第一次对话会。
会上发表的《黄山宣言》，号召大力推广空
间技术在 UNESCO 名录遗产地保护、管理
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应用。

在 2016 年第二届黄山对话会上，对
话的议题和内容日益丰富。在空间技术应
用于名录遗产的基础上，增加气候变化因
素加以讨论，进一步拓宽议题深度。 会上
发表的《黄山倡议》，提出了 UNESCO 名录
遗产在实现全球目标、制定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指标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

2018 年 ， 第三届黄山对话会围绕
“UNESCO 名录遗产助力可持续发展 ”这
一主题展开，如何支持和帮助实施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重要议题。本次黄山
对话会的重要成果《黄山共识》，强调了天
空地一体化的空间技术服务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巨大潜力，呼吁“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空间技术应用于名
录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合作， 加强信息共
享，促进文化交流。

三届“黄山对话会”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签署了《“一带一路”名录遗产合作意
向书》， 为国内外名录遗产地提供了战略
建议与技术分享。

在“黄山对话会”上，特别提到了要积
极推广黄山可持续发展模式。黄山风景区
先后发表 《精心呵护美丽黄山 共同守望
精神家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
下的黄山可持续发展若干思考》《黄山名
录遗产地可持续发展探索与实践》等主旨
演讲，旨在宣传推广黄山多年来在系统地
促进生物与地质多样性保护，尊重文化多
样性，提升来访者体验并向游客与公众普
及科学知识，善待社区居民并提高社区生
活水平的实践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三大国际组织
的官员收到了一份来自黄山的“礼物”。

由黄山风景区发起，向广大中小学生
征集以“热爱黄山、热爱环境”为主题的书
画作品。入选的优秀作品由作者本人亲手
赠送给参会的联合国官员。 同时，作者也
获得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

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颁发的作品收藏
证书， 这对于培养中小学生的环境意识、
环保意识起到积极的作用。

黄山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生动实践，也
推动了三大名录遗产地之间的交流合作。

黄山于 2020 年提出倡议， 并联合同
时拥有“三顶桂冠”的名录遗产地共同发
起创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品牌名录
遗产论坛”。 创建论坛旨在强调名录遗产
不能孤立发展，尤其是在拥有多品牌的名
录遗产地内部，更要促进各品牌之间的联
系和协同管理， 建立长效的合作交流机
制，开展理论研究和经验分享，提升保护
管理水平和国际影响。

近年来， 黄山与联合国世界旅游组
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多个国际机构建
立合作伙伴关系与定期联系机制，与美国
优山美地、 加拿大班芙等 11 家世界名录
遗产地建立友好公园关系， 与清华大学、
南京大学等国内十余所大专院校科研院
所建立了交流合作机制。黄山参与制定了
《全球可持续旅游目的地标准》 等四项国
际标准，提炼黄山经验、发出中国声音。

题图：歙县深渡镇阳产土楼。
本报记者 胡娅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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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构建对话平台为纽带，， 黄山积极推动世界三大名录遗产地之间
交流与合作，，探讨名录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实践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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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世界的黄山“声音”

·凡人风采·

“土专家”种出“金疙瘩”
■ 本报记者 袁野 本报通讯员 张金柱

近日， 记者来到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霍山县诸佛庵镇
桃源河村，64 岁的汪敦玉正在查看黄精的长势。

“到了 10 月底，黄精差不多就可以收了。 我种的 50
亩黄精田分布在好几个乡镇，每天都会去转转。 ”一说起
黄精，汪敦玉如数家珍，侃侃而谈。

2002 年，在外打工的汪敦玉返乡照顾母亲，几经思
考，他决定试种黄精。 他以 1.8 元/公斤的价格向村民收
购黄精，种到了自家的山场上。

没有人指导，汪敦玉走过很多弯路。几次尝试后，他发
现夏天阳光太强，黄精苗需要杂草的遮掩才能避免日晒。

“草药草药，有草才有药嘛。 ”汪敦玉打趣道。 在缺少
专家、缺少专业知识的情况下，他硬是靠着不断摸索、不
断试错，终于掌握了种植黄精的基本要领。

在汪敦玉家中，有三四本破旧的笔记本，这些本子上
详细记载了种植黄精近20年来， 他种植的每一块黄精田
土质情况、海拔高度、种植量多少、施加了何种肥料、收获
期多长、收货量多少……

“为了摸清楚黄精的生长习性，我不仅在诸佛庵镇一
处种植黄精， 而是在霍山县从海拔 700 多米的深山区到
县区外围的畈区，都流转过土地种植黄精。 ”汪敦玉说。

近 20 年的摸索，汪敦玉种植的黄精在霍山当地逐渐
有了名气，安农大、安师大、皖西学院、安徽中医药大学等
高校生物学专家和教授带着学生慕名前来参观学习、共
同研讨。汪敦玉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土专家”。而霍山县内
的药农们多次上门请教黄精种植技术， 汪敦玉也毫不吝
惜地手把手传授给他们。

“在霍山县种植黄精的药农，多半都是老汪的徒弟。”
霍山县中药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汪兴告诉记者。

如今的汪敦玉又有了新目标， 黄精是药食同源的中
药材，为了扩大黄精的使用范围、提升黄精的附加值，需
要对黄精的生长习性有更加科学的了解。

“黄精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摘， 但是不同季节采摘的黄
精，其主要成分也有所不同。我打算下一步在每年的不同月
份从不同的海拔地区采摘黄精，送去化验，详细了解不同时
间段的黄精主要成分，帮助药农精准种植。 ”汪敦玉说。

“一键通办”解急难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位于淮北相山脚下的长山东苑小区大门东侧有一片山坡，既不在相
山风景区内，也不属小区物业管理服务范围。 “山坡被圈成‘自留地’，种
菜、饲养家禽、堆放杂物……污水横流、臭味熏天，大家意见很大。 ”长山
东苑小区居民任女士说。

从“东街 e 睦邻”上获得相关信息后，淮北市相山区东街道长山东苑
小区网格党支部党员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进行实地核查，一方面积极与
小区物业、园林局等对接，就处理方式多次进行沟通。 一方面深入小区，
号召党员带头，担负起违章搭建拆除宣传教育等工作。半个月之后，昔日
的脏乱“荒山”变成了一片充满生机的绿地。

近年来，相山区东街道始终把信息化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任务
和关键环节，利用辖区城市基层治理智慧化服务平台，开发出集引领、服
务、宣传、监督于一体的“东街 e 睦邻”小程序。

“东街 e 睦邻”通过“我要报事”栏目，征集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清单，
及时了解群众关心的堵点难点问题，全方位收集群众诉求、意见和建议；
通过“党员帮办”“邻里互助”接单，推动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
设置“活动吧”和“议事厅”等，引领居民在线报名参加各类睦邻志愿服
务，随时参与线上协商议事。

东街道以网格“微力量”、网络“微链条”汇聚成社会治理的“大能
量”，全力将风险隐患化解在源头，化解在基层，逐步走出一条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新路径。

“我们在线上全天候处理群众信访、事务代办、治安群防群治等各类
问题，线下网格员下沉，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让基层治理更加
高效有力。”东街道党工委负责人告诉记者，“东街 e 睦邻”让居民与网格
员随时互通，实现了报事、接单、民事民议、方案实施、反馈回复整个流程
的“一键通办”。

小区改造暖民心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张珍

记者近日来到亳州市高新区芍花园小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
在小区一块空地上铺设混凝土，该区域改造完成后，将成为机动车停放处。

芍花园是亳州市较早建成的小区之一，于 2013 年投用，目前小区住
户 1600 余户、近 6000 名居民。 近年来，小区雨污水管网不通、停车难等
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群众生活质量。 高新区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
契机，大力推进老旧小区升级改造工作，对芍花园等生活小区进行改造。
目前，芍花园小区雨污水管网疏通改造已完工，彻底解决了居民排水问
题，下一步将继续开展道路硬化、小区绿化、亮化等“三化”工程，改善居
民居住环境。

芍花园小区居民田学运坦言，改造工程不仅提升了老旧小区的外在
“颜值”，更优化了小区内部设施，让居民住得更舒心。

“芍花园小区改造预计总投资 1400 万元，总工期 3 个月，目前施工
进度已过半，预计一个多月后可全部完工。 在完成管网疏通等基础设施
改造的基础上，我们计划充分利用小区闲置空间，施划机动车与非机动
车停车位，增设电动车充电桩，重建休闲广场。 ”芍花园社区党委书记王
彬告诉记者，通过整体改造，困扰居民多年的烦心事将得到彻底解决，小
区整体环境也将进一步提升。

老旧小区改造是推动城市文明程度提升的一剂“良药”，不仅受到群
众广泛关注，对城市形象提升也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亳州市大力推动
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全面提升小区居住品质，让居民生活方便、居住舒
心，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真正做到用服务暖民心，为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助力夯基。目前，该市已完成 2020 年度 200 个居民小
区整治提升工程验收工作，实施 2021 年度 26 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管家”服务惠乡邻
■ 本报记者 罗鑫 本报通讯员 余克俭

10 月 17 日下午，郎溪县涛城镇长乐村村民徐立华正在长乐铺村民
家中拉家常。一说起徐立华，村民忍不住竖起大拇指，“老徐我们信得过”
“他办事没话说”……

70 岁的徐立华一直是长乐村民眼中的热心人。 现在，他又有了新身
份———“长乐管家”。

“我是一名老党员，得知村里招聘‘管家’，就第一时间报名了。 把长
乐村搞好，助力沪皖大道示范廊道创建，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党员的义
务。 ”徐立华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涛城镇结合沪皖大道示范廊道创建的重要时机、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管理工作实际，广泛动员沪皖大道沿线群众参与文明创建和环
境治理。 今年 10月中旬，该镇在沪皖大道长乐段全面推广建立“长乐管家”
志愿服务队伍，弘扬志愿服务精神，打造“党建+治理”新模式，让居民常乐。

涛城镇党委委员钱敏告诉记者：“‘长乐管家’实际上是‘管小家，为
大家’的志愿者活动，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参加。 ”

长乐村沪皖大道沿线有村民 461 户，划定 20 户至 50 户为一个“管
家”单元，目前共有 20 名“管家”。 每位“长乐管家”要认真履行每日“巡、
访、帮、问、记、报”工作职责，宣传社会公德、引导文明行为、带动公众参
与、解决问题矛盾，形成发现问题、引导解决、记录台账、上报村委、解决
处置、反馈情况的工作流程。

“‘管家’是个需要到处‘转悠’的活儿，既要‘承上’又得‘启下’。 ”徐
立华说，他每天将镇里村里的各项通知传达给村民，如果村民有什么意
见、想法，他再反馈给村里。

“平时有事，我们就向‘管家’反映，村里也能及时解决，我们很满
意。 ”长乐村村民邓继说。

据钱敏介绍，涛城镇将把“长乐管家”模式推广到沪皖大道沿线，进
一步提升示范廊道创建志愿服务水平，夯实乡村精细化管理基础。

茛 近日， 太湖县花亭湖进入秋冬季开网捕
鱼季节。 图为专业捕鱼队员正在作业。

本报记者 陈成 本报通讯员 叶玲玲 摄

�� 歙县漳潭村一景。。
本报记者 胡娅莉 潘成 摄

荨 近年来，肥西县高店乡以党建为引领，推
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一幅美丽的乡村
画卷正在铺展开来。 图为近日该乡仪城村村
民在休闲广场上健身娱乐。
本报通讯员 金萍萍 本报记者 许蓓蓓 摄

10月 12日，位于六安市皖西大道上的生态停车场内，车辆进出有序、
停放整齐。 为缓解市区停车难， 该市积极打造智慧停车项目， 目前共有
9344个停车泊位投入使用。 本报通讯员 岳阳阳 本报记者 张大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