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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峨眉山猴群再次登上热
搜，与之一并引发关注的是它们的“守护
者”——峨眉山猴群管理员，热搜标题
是“峨眉山景区招聘15名猴群管理员”。

11月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从峨眉山林业管理所获悉，本次招聘报名
环节已经结束，共有134人进入资格审查
环节，其中有20余名大学本科生。后续经
过面试、体检和考察环节，将会有15人被
聘用，分配到峨眉山景区金顶管理处、南
山管理处、万年管理处和洗象池管理处。

面对这一数据，做了20年猴群管理员
的胡永忠感到有点惊讶，认为是人们对峨
眉山猴群的偏见影响了对猴管员的认识，
最终吸引了这么多的报名者，“并不是网
上说的‘带薪打猴’，峨眉山猴群不能打，
它们才是峨眉山的‘原住民’。我们的核
心任务是保障猴群和游客各自的安全。”

猴群为何伤人？
人类长期介入猴群生活

峨眉山景区幅员面积154平方公
里，近三分之二为原始林区。景区以

“雄、秀、奇、险、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
生物资源、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人
类的瑰宝，素有“植物王国”“动物乐园”

“地质博物馆”的美誉。
“这里常年引起人们讨论的，便是

其中的藏酋猴。”峨眉山林业管理所高
级工程师夏中林说。

峨眉山猴群第一次引起关注是在
2016年，那年是农历猴年，景区成功救
助一只腿部受伤的猴子，无数网友为猴
群管理队伍点赞。

自此，峨眉山猴群便成为网络上的
常客，“稍有一点动态就上热搜，关注点
却从最初的人猴和谐共处，变成了猴群
野性难驯。”峨眉山林业管理所副所长
张可俊说，每当看到网络上单方面指责
峨眉山猴群伤人，他都觉得这种看法对
猴群不公平，“峨眉山猴群为藏酋猴，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本身就是野生动物，
在峨眉山上生息繁衍了上千年，野性才
是它们的天性。”

据介绍，早在南北朝时期，便有猴
群在峨眉山活动的记载。而人类活动
的增加，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之前

峨眉山上的人们过着原始的农耕生活，
活动能力有限，和猴群活动空间的重叠
并不大。”夏中林说，20世纪80年代后，
人类活动和猴群活动在空间上出现重
叠，范围达15平方公里，每天都有数千
人在三个主要猴区与猴群接触。

“猴子伤人，其实是盯上了游人手
里的食物。”夏中林介绍，由于人类长期
介入猴群生活、投喂食物，改变了猴群
的觅食习惯，所以猴群会主动抢夺人类
的食物，在此过程中，难免对人造成伤
害。“猴群的攻击行为，除了觅食外，还
是对人类一些不规范行为的反击，如抚
摸、拥抱等。”

带薪教训“泼猴”？
主要是减少人猴间的接触

2003年，峨眉山成立猴管队时，胡
永忠成为其中一员，今年是他与猴群打
交道的第20年。在清音阁景区，他与猴
管队另外6名队员，一起管理着三个猴
群，一个月轮休6到8天，工资每月2000
元左右。

除了他们，峨眉山还有另外三个猴
群管理队，队员们大多为峨眉山市本地
人，平均年龄46岁，每支队伍都管辖着
数个猴群。

在胡永忠看来，外界对猴管工作的
偏见是对峨眉山猴群偏见的延伸，“期

待着自己能手持弹弓，带薪教训‘泼猴’。
其实我们的核心任务是保障猴群和游
客各自的安全。”

据介绍，掌握猴群动向是猴管队所
有工作的基础，因此猴管员们每天不是
和猴群待在一起，就是在找猴群的路
上。“工作强度大的时候，一周左右就会
走烂一双运动鞋。找猴的时候，不论多
陡峭的岩壁都要爬上去。”胡永忠说。

掌握动向以后，猴管员们便能有效
引导猴群在生态区活动，与游览区分
离，减少人猴间的接触。“此外，我们的
工作还包括冰雪天等食物短缺时期，对
猴群进行一定程度的喂养，确保猴群不
到人类活动区域觅食，同时对老年、受
伤和落单猴子进行救助以及劝阻游客
投喂不健康的食品。”

胡永忠称，所有工作过程中，他们
都不是充当猴群与游客间的裁判，只是
在引导猴群远离人类活动区域的同时，
劝导游客与猴群保持距离。但游客多
了以后，总有想和猴群亲密接触的，最
终被猴子打伤。经年累月，峨眉山猴子
野性难驯的说法便出现了。“但又有多
少人想到，它们才是峨眉山的原住民，
过于亲密的接触打扰了它们原本的生
活。”胡永忠说。

提供意外伤害保险
受伤者可凭医院票据报销

记者注意到，随着人们对人猴关系
关注度的升高，峨眉山景区为了确保
人、猴健康，满足游客观赏需求，于2020
年在清音阁猴区建立了人猴分离观赏
试验区。

试验区内，以黑龙江为界，人与猴
各自活动，同时建立缓冲区，在缓冲区
设置安全管控点位，由管理人员值守管
控。据景区管委会三年观测数据显示，
试验区内猴群的健康状况良好，有合理
的猴群增长率且无猴群伤人事件发生。

除了加强管控外，峨眉山景区提供
的意外伤害保险，也包含野生动物伤害
险，游山游客可自愿购买。景区工作人员
介绍，购买该保险后，在景区内因意外伤
害而死亡者，最高可获得25万元的赔偿；
受伤者，凭公立医院票据可进行报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卓滨

11月7日，“青羊区、郫都区、都江堰
市推进古蜀文明传承创新融合促进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成都市青羊
区举行。现场联合发布了《古蜀文明传
承创新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文化产业
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规划》和“融合示
范区全域旅游精品线路”，同时签约了9
个重点文旅项目，揽金130亿元。

跨区携手
以古蜀文明为规划核心打造示范区

《古蜀文明传承创新文旅融合发展
示范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规划》明确，示范区规划范围由古蜀文
明发源地的核心区——成都市青羊区、
郫都区和都江堰市组成。

三地“抱团”打造示范区，有什么底
气？相关人士介绍，三地位于成都历史
文化景观轴线上，拥有以古蜀文化、治
水文化、红色文化、道源文化为主，天府

文化、农耕文化、水乡文化、林盘文化、
蜀绣文化、盆景文化、集镇文化和蜀道
八大文化为辅的文化谱系；拥有非物质
文化遗产、文物、现代艺术类文化资源
46万余个，以古蜀文明为核心的国家级
文物保护单位4项。

示范区规划期限为2023年-2030
年，分为近期、中期、远期三个阶段。规
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示范区建立结
构合理、特色鲜明的现代文旅产业体
系，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产业融合向
纵深发展，形成文化和旅游与相关产业
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融合发展的新
格局。

畅游“三地”
从青羊出发开启一场丰盛的旅程

现场，“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域旅游
精品线路”发布。精品线路覆盖了青羊
区、郫都区、都江堰市三地，从古蜀文

明、非遗文化、时尚潮流、美食风情四个
领域分为四条路线。

在三地之中，青羊排首位。作为首
批天府旅游名县的青羊，这次将给游客
带来怎样的体验？

从青羊出发，在“古蜀文明寻根之
路”，有金沙遗址、杜甫草堂、青羊宫；
在“文化非遗国粹之路”，有国际非遗
博览园、蜀锦织绣博物馆、蜀风雅韵川
剧院；在“时尚都市潮流之路”，有宽窄
巷子、天府广场、琴台路；在“天府美食
风情之路”，有宽窄巷子、奎星楼、人民
公园……美景、美食、美宿、美品，从青
羊开始享受一场丰盛的旅程。

同时，青羊依托宽窄巷子、文殊院、
杜甫草堂、金沙遗址、非遗博览园等优
势资源和金融、文创、航空、航天等优势
产业，规划布局四川国际创新设计产业
园、宽窄文化旅游核心区（宽窄二期）、
成都市青羊金融科技产业园等20项文

旅重点项目。

项目引进
提升示范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活动现场，融合发展示范区的9个
重点文旅项目集中签约，签约金额130
亿元。其中，青羊区签约项目分别为西
城中心酒店项目、深业博院项目、中科
大脑项目。

此外，示范区成立了古蜀文明传
承创新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创建指挥
部，负责统筹协调推进示范区创建工
作。三地将加强文化和旅游资源整
合、共享，协同推进基础设施、旅游开
发、产业布局、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保
护一体化发展，联合举办文化艺术展
览、旅游文化节、交流活动等，吸引更
多游客及投资者，提升示范区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秋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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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区里的观猴须知。杜卓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