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后矛盾

对于上述“人猴矛盾”，垣曲
县历山镇党委副书记刘亚飞表
示，他们一共计划了 3种解决办
法。“在法定代表人没出事之前，
我们曾跟景区协商，让其将老百
姓的土地全部给流转走。但现在
这个事就有点搁置了。”刘亚飞
说，另外一个办法则是，如果之后
景区能够招商引资进来，届时景
区便会妥善将村民们搬迁出去，

“最后一个办法是，我们目前正在
向县相关部门打报告，看是否在
有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将白寺沟
村纳入国家地质灾害搬迁补偿政
策。目前还在等回复。”

对于景区一直发展不起来的
原因，刘亚飞称，景区有很大一个
制约点，即其所处的位置位于自然
保护区内，里面80%部分都在国有
林场地界，而要在该土地上新建什
么项目都需要向其报备，“但这个
林场并不归运城市管，而是临汾市
下面的一个县级市，这就涉及到跨
市协调。”不仅景区发展如此，就连
村民们的生活也因地域管辖问题
受到影响。

在离开历山猕猴源景区前，记
者联系上了该景区目前的主要负
责人。对方表示，他们目前资金困
难，“到处都欠钱。”如今，即使旅游
业逐渐恢复，但因当地旅游的季节
性太强，景区仍旧没有太大的盈
利，“（现在）希望能有人来投资，到
时候就会有更好的规划建设。”

（成都商报）

每隔一两周，白寺沟的村民就会迎来

一群下山的“不速之客”，它们不仅闯入村

民家中“上房揭瓦”，还大肆破坏村民们栽

种的果树与粮食。

“这是保护动物，打不得，又骂不听。”

村民马永志说，这群野生猕猴原本居住在

村后山，双方生活少有交集，但自从山西历

山猕猴源景区在当地建立后，为吸引游客

将猴子引下山，人猴冲突便时常发生。

白寺沟猕猴下山

景区人猴矛盾为何难解矛盾为何难解？？

猴子来的时候，王大姐刚做好
一盆油饼。由于灶台设在房屋外，
王大姐进屋拿碗筷的功夫，灶台上
的半盆油饼就没了。顺着房梁往上
看，隐约能看见一两只蹦跳的猕猴
……

王大姐的家在山西历山猕猴源
景区里一个名叫白寺沟村的村组。
一条小河沟从村中经过，两旁坐落
着几座老房子，一些房屋因长年失
修，房内无人居住。而来王大姐家

“抢食”的猕猴正是村子后山上的
“原住民”——中条猕猴。

“说不准啥时候来，有时候是墙
底下，有时候在床底。”王大姐的邻
居家也被猕猴们“光顾”了，不仅家
里的吃食被抢，就连屋外栽种的一
些蔬菜瓜果也被拔苗摘果。邻居
说，猕猴们每次来得不多，“四五只
左右”，但破坏力十足，“过去（窗户）
都是纸糊的，它（猴子）就钻进去，把
里面的鸡蛋、油什么的，全部给你破
坏了。”破坏完后，它们又顺着楼道
跳上去，“有时候，猕猴还会立在房
顶上和人对峙，不过它们很少伤
人。”

谈起时常来作乱的“老邻居”，
白寺沟村的村民表现得十分无奈。
这十几年来，他们与猕猴的冲突不
断，但由于猕猴属于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打不得，又骂不听。”村民马
永志说，碰上猕猴来村作乱，他们一
般都会用棍子或石子砸地，发出声
响来“吓”走猴子。

马永志称，这些猕猴原本生活
在村子的后山里，早前数量并不多，
也很少下山捣乱。但自从历山猕猴
源景区在当地建立，为吸引游客，景
区雇人将猕猴们引下山后，一切就
乱了套，“（每年）4月到10月，猴子
还有景区的人喂养，但过了‘十一’，
景区进入淡季，猴子就没人管了，它
们吃不饱便频繁下山吃庄稼。”

在马永志的记忆里，这里的猕
猴因景区的人工喂养，逐年增多

“已经有五六百只了”且并不怕生，
加上景区所建的猴场离村子一公
里左右，导致村民不仅冬天要防
猴，就连春夏旅游旺季也得时刻注
意着猕猴的到来。“以前，我们除了
种些玉米，还会栽些核桃、柿子树，
但猴子来了就会搞破坏，不管熟没
熟，它们都会摘下来尝尝。暴力的
采摘导致树苗难以存活，我们的收
入也大打折扣。”

人与猴的矛盾日益加剧，村民们
试着找到景区讨要说法。“以前要拿
着当场拍到猴子作乱的照片、视频，
对方才给赔几十块钱，没有证据就不
给赔。”马永志说，今年通过村委出面
协调，村里的13户人家每户领了一
袋面、一壶油和一袋大米的“补偿”，

“这只是2022年的，之前几年的就没
给解决。”因此，有些村民在这场冲突
中选择搬离。

但也有搬不走的村民。“能搬去哪
里呢？家里老人不愿意走，在村子里
吃的、用的能自给，去了城里所有成本
都要增加。”马永志告诉记者，原本的
白寺沟村虽然人不多，但也有个十几
户，现在却只有五六户常住人口。

对于留下的村民来说，矛盾不止
“人与猴”。今年“五一”假期，马永志

听到风声说，景区里面会有大规划，便
将自己的房子改成了农家乐。然而截
至7月，他称自己始终未能“开张”，“景
区在我们进村口的地方设卡收费，有
游客就直接坐着旅游大巴去猴场，中
间不会停留。如果是自己开车来的游
客，则会收取游客50元一车的费用，
因此我们几乎就等不到客人来。”

另外，马永志还提到，由于白寺
沟村处于三县（运城市垣曲县、晋城
市阳城县及沁水县）交界的地方，在
管理上也颇为麻烦。“没电，没信号。”
马永志说，此前他曾向白寺沟村所在
的垣曲县相关部门反映村里没网，对
方积极地回应了他，但直到对方将信
号塔搬来也一直因为各种原因而无
法建成，“现在我们用的电都是阳城
县给搭的临时电。”

在途经很长一段没有信号的山
路后，记者来到了历山猕猴源景区。
在大门处，记者看见该景区在进入白
寺沟村的入口处设立了收费卡口，而
其收费价目表上清楚写着：乘坐景交
车单程15元、双程30元。一工作人
员说，只要是进入收费卡里面的，都
需要买票，但“（白寺沟）村民不用”，
若来者是里面村民的亲友，则需要对
方出来打招呼接一下。

顺着收费卡口往白寺沟村的
后山走，约5分钟不到的车程便能
看见一个由石块塑成的拱形猴场
大门。尽管这里并无工作人员值
守，但数十只猕猴却充当起“门卫”
的角色，大大小小几十只，公猴、母

猴都有，有的母猴怀里还抱着小
猴。

步入猴场，猕猴数量更多。据值
守在这的养猴人表示，目前该猴场约
有600多只野生猕猴，而他们则每天
根据景区供给的饲料进行喂养，“一
天按现在五六百多的猴子算下来，最
少一天得 80 斤（红萝卜或者玉米
等），还吃不饱。”养猴人说，吃不饱的
猕猴们确实会下山骚扰村民，“但景
区会给赔偿的。”

对此，历山猕猴源景区的相关负
责人回复记者称，他们承认村民反映
的猴子吃庄稼一事属实，也针对该情
况给村民赔偿过，但具体的赔偿协议
却未能告知。

相关资料显示，历山猕猴源景区
系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条山国
家森林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级
AAAA风景区。该景区建设项目于
2007年在山西省发改委正式立项，由
山西历山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开
发，并和阳城县润城镇西哄哄村委会
签订历山猕猴源景区旅游开发协议。

但依靠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白寺
沟的村民为何没有乘着景区发展的
东风，还遭遇“人猴矛盾”的困扰？“景
区没规划好，经营方面也比较落后。”
马永志认为，虽然景区已建立了十几
年，但收益似乎并不多，周边的旅游
配套设施也滞后。垣曲县文化和旅
游局一位刘姓副局长接受记者采访

时坦言，该景区并未达到预期的效
果，“2002年那会儿历山就是山西省
的十大景区之一，但现在我们‘4A’
的牌子都保不住。”

据了解，山西历山旅游投资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注册资本为
1500万人民币，其法定代表人卢某与
多名股东多次因民间借贷纠纷被起
诉，公司也被多地法院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可以说5年以来景区就没有正
常经营过，基本上处于半营业状态。”
刘副局长告诉记者，公司法定代表人
出现的情况并不影响景区的正常经
营，但景区过去5年经营困难有一定
的客观因素，在景区运营情况好转之
后，他们将督促景区对村民进行赔付。

未达到预期效果的“4A”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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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600多只野生猕猴 吃不饱确实会下山

法人与多名股东被起诉 基本处于半营业状态

“人猴矛盾”该如何解决？

深层探因猕猴下山

时常来搞破坏的“老邻居”

2023.8.16 星期三
责编 金钟 ｜ 美编 唐立群 ｜ 校对 赖敏 天下 A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