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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为魂  因洞而兴
文图 / 吴启华   廖如松

——广西凤山县下牙村

第一作者简介   吴启华，中

国矿业报社编辑。

2021 年 7 月 6 日，中国地

质学会正式公布我国首批地质文

化村（镇）评选结果，由中国地

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全程技

术支撑的广西凤山县下牙村名列

其中，成为全国首批 8 个三星级

地质文化村之一，是目前广西壮

族自治区唯一一家正式获评的地

质文化村，也是西南岩溶区首个

地质文化村。

近年来，在乐业—凤山世界

地质公园凤山园区支持下，下牙

村通过将岩溶资源与民族文化有

机融合，全面促进地质文化村建

沟溪，由东南向西流动至三叉河

汇合进入石马谷地，在谷地末端

平垌屯消水洞汇入地下伏流。

1944 年，遭遇大暴雨后，地下伏

流消水不畅，堵塞成湖，形成了

现在的石马湖。石马湖是整个下

牙村最具旅游观赏和生态体验的

自然资源，也是开展旅游资源开

发利用的主体。

位于下牙村顶隆屯后山洼地

的弄留洞（马可波罗大厅），总

面积 49 000 平方米，在国内已探

测的洞穴大厅中排名第八。进入

弄留洞内 100 米处，有 37 米深

的陡坎相通。洞内大厅宏大，石

笋、石钟乳、流石、边石坝众多，

琳琅满目，争奇斗艳，洞穴崩塌

堆积体巨大，令人无比震撼。此

外，还有那朝洞、地龙宫洞、狮

子洞等洞穴，颇具探险的挑战性

和观赏价值。

位于石马湖附近的二叠系与

三叠系界线剖面，产有完整的化

石组合，清晰记录了发生在距今

2.52 亿年前的晚二叠世生物灭绝

事件，科学意义重大。据悉，该

剖面完整地记录了古生物化石组

合在剖面上生物大灭绝的渐变，

有浅水珊瑚、海绵动物、有孔虫、

四射珊瑚、腕足类、藻类、海百

合等，这与国际“金钉子”剖面

的特征一致。

金牙瑶族乡金矿，是国内盛

产黄金的“滇黔桂金三角”——

桂西北金矿，这是卡林型金矿（微

细浸染型金矿）的典型代表，保

留有完整的采矿设施。

该村还有代表适应环境演

化的洞穴盲鱼——金线鲃、树龄

200 ~ 400 年的枫香树、树龄约

460年的黄葛榕树等动植物资源。

除了拥有上述丰富的自然资

设发展与科普研学，打造成为西

南岩溶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

示范基地。经过两年多努力，下

牙地质文化村的建设获得了专家

和群众的一致认可，旅游接待能

力显著增强，自驾游、民俗体验

游等项目游客明显增多，乡村旅

游展示了良好的发展潜力，初步

实现了地质文化村“地质为基、

文化为魂、融合为要、惠民为本”

的目标。

别有洞天

下牙村位于广西西北部，

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贫困地

区。下牙村有 460 年历史，有壮

族、瑶族及汉族人口共 1 895 人。

该村距凤山县城 36 千米，是连

接中国乐业—凤山世界地质公园

乐业、凤山两个园区的重要枢纽

地带。2018 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对中国乐业—凤山世界地质

公园再评估时曾建议将该村及周

边地区列入公园范围。

下牙村发育桂西北典型岩溶

地貌，中泥盆统至上二叠统厚度

超过千米的碳酸盐岩是典型地质

遗迹发育的物质基础。村内共有

重要地质遗迹点 20 处，以碳酸

盐岩地貌和水体景观类为主体。

在所有地质遗迹中，位于下

牙村中部的石马湖最具特色，其

枯水期面积 640 亩，丰水期面积

1 160 亩（可持续 3 ~ 4 个月），

夏季湖面充盈、色彩明晰、景色

绚丽，冬季湖面退缩、草场显露、

牛马成群。据地质人员介绍，石 > 弄留洞（马可波罗大厅）

马湖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为一岩溶

盲谷中的河流——金牙河，源头

位于东部碎屑岩构成的山上地表

> 凤山县下牙村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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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景观外，下牙村还拥有独特的人文景观，特色民

族文化浓郁，红色文化和养生文化内涵丰富。

位于下牙村顶隆屯的“干栏式建筑群”，具

有高架房体、榫卯结构、穿斗吊檐、底层架空等特

点，是壮族特有的传统民居，现已弃居。干栏式建

筑群的建造体现了当地人民的聪明才智，在中国建

筑史上颇具价值。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将

其作为近现代重要代表性建筑纳入广西壮族自治区

名录。

蓝衣壮每年农历三月三在石马湖举行的山歌歌

会，拥有“广西歌圩”的美称，是优秀民族文化的

体现，吸引了大量中外游客慕名前来。

位于上牙村岩丫屯的姜茂生将军故居是“东巴

凤”革命老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姜茂生将

军 1929 年参加百色起义，还参加过黄桥战役、鲁

南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以及抗美

援朝等，是新中国的开国将军，于 1955 年被授予

少将军衔。

下牙村是巴马盘阳河长寿养生文化的发源地之

一。以凤山县“世界长寿养生基地”品牌为依托，

下牙村养生文化底蕴十足。

洞察秋毫

2019 年初，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

按照中国地质调查局总体部署，依托“西南岩溶区

碳酸盐岩地质遗迹调查与评价”项目，选择广西河

池市凤山县下牙村开展工作，围绕下牙村特有的岩

溶地质景观资源与壮族、瑶族少

数民族文化、红色革命文化，以

及长寿养生文化，确立了下牙村

“地质 + 生态旅游”的建设模式，

将地质科学、传统文化与乡村建

设有机融合。

参与下牙地质文化村建设项

目的中国乐业—凤山世界地质公

园管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

下牙村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社

会水平，以及旅游产业发展状况，下牙地质文化村

建设突出地学旅游特色，以山区生态古树为背景，

开发民宿、民居、民俗文化活动、地学科普旅游、

植物学旅游，发展乡村休闲游。

据介绍，下牙地质文化村建设，以整合下牙地

质遗迹、养生、民俗、乡村的旅游资源为基础，发

挥石马湖龙头景区的带动辐射作用，优化扩容旅游

发展空间，实现景区泛化转变；以推进地质资源旅

游化，培育旅游生态；以完善地质旅游要素供给为

保障全面提升设施服务；以依托优势产业创新地质

旅游 + 生态，深入推进产业融合发展；以社会共建

共享为抓手，全民广泛参与，全系统构筑凤山县下

牙村石马湖景区特色地学旅游的发展新模式。

根据建设思路，项目组对下牙村地质文化旅游

功能做了规划——面向城市居民游客，依托石马湖

地质文化、农业牧场、花海田园风光，以“田园、

洞穴探险体验式旅游”为亮点，提升现有资源，塑

造花海田园景观，建设洞穴奇遇乐园、滨湖养心小

筑、星空露营地、多彩地学慢行道、家庭亲子活动

等项目，打造特色明显、景观优美、游憩丰富、享

受休闲度假的田园式旅游区。建设核心景区：石马

湖地质科普景区（含二叠纪生物大灭绝解说）、峰

丛洞穴探险观光体验区、珍稀植物生态旅游区、花

海—艺术彩绘梯田农业观光区（融合水果种植基地）、

岩溶暗河伏流科普示范区。规划科普研学路线 4 条，

分别突出洞穴科考 + 红色文化、地学化石洞穴科考

+ 红色文化、水上观光 + 石马湖形成科考、生态旅

游观光 + 地质文化研学。

洞悉未来

地质文化村建设为资源变现提供了难得机遇。

通过详细调查和有效挖掘资源，建设地质文化村，

促进了下牙村旅游、康养、教育、农业等多种产业

发展。

依托巴马国际养生度假旅游的品牌，未来，下

牙地质文化村将打造成为国内高山岩溶生态度假胜

地、岩溶湖泊养生休闲品牌。同时，开发地质文化

旅游产品、民俗歌舞节目、长寿康养文化等，丰富

游客游玩与科普相结合的乡村文化旅游新模式。

目前，凤山县发改委已批准二叠系与三叠系界

限剖面和马可波罗大厅的旅游建设项目，石马湖内

涝治理工程已列入河池市“十四五”重点项目。下

牙村将把以“长寿活源，水上天堂”为主题的石马

湖岩溶湖泊休闲度假区与地质文化村相结合，立足

水体、地质遗迹景观，与西南旅游圈接轨，将国内

先进的养生度假生活方式，与凤山县宁静舒适气质

相结合，借助中国乐业—凤山世界地质公园整体规

划的区块优势和巴马长寿乡的世界吸引力、近距离

特点，缔造国内优秀的健康养生休闲胜地。

因洞而兴，富一方人；以洞为媒，交天下友。

下牙村凭借丰富而独特的地质资源和良好的自然生

态环境，以及独特的民俗与特色文化，通过“地质

+ 生态旅游”的模式申报创建地质文化村，在中国

乐业—凤山世界地质公园的辐射带动下，发挥典型

丰富、品位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传承壮族、瑶族

等少数民族传统民风民俗，弘扬红色文化和长寿文

化，旅游事业取得快速发展。通过地质文化村建设，

下牙村的环境变得更美了，下牙村的产业变得更多

了，下牙村的人民变得更富了。

第一作者单位 / 中国矿业报社

（本文编辑：张佳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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