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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公园位置

广西东兰国家地质公园（以下简称“公园”）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东

兰县，涉及武篆镇、东兰镇、泗孟乡、兰木乡等行政区域。地理坐标范围北纬

24°15′35″～24°30′28″，东经 107°13′48″～117°19′54″。

第二条 范围、边界、面积

公园为独立园区，总面积 155.8km2，分 2 个景区。东至新烟村、武篆镇，西

至兰木乡拉林，南至江平村，北至泗孟乡坡锐村。

公园范围内土地权属清晰，无矿业权。

公园主要边界拐点坐标见附表 1。

第三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 2021 年-2025 年，分 2 个阶段，即：

前期，2021-2022 年；

后期，2023-2025 年。

第四条 规划依据

一、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主席令第 28 号，2004 年 8 月 28 日，2019 年

8 月 26 日第三次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主席令第 74 号，1996 年 8 月 29 日，2009 年

8 月 27 日第二次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主席令第 9 号，2014 年 4 月 24 日，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主席令第 74 号，2007 年 10 月 28 日，2019

年 4 月 23 日第二次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主席令第 74 号，2002 年 8 月 29 日，2016 年 7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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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二次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主席令第 3 号，1998 年 4 月 29 日，2019 年 12 月

28 日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主席令第 18 号，2009 年 8 月 27 日，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三次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394 号，2003 年 11 月 24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580 号，2010 年 9 月 5 日，

2019 年 3 月 2 日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204 号，1996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0 月 7 日修订）

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原地质矿产部第 21 号令，1995 年 5 月 4 日）

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实施办法（国土资源部第 57 号令，2012 年 12 月 27 日，

2019 年 7 月 16 日第三次修正）

二、技术标准、规范、指南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发〔2010〕46 号）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国发〔2000〕38 号）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发〔2008〕33号）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国发〔2016〕65 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9〕42 号）

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3-2020年）（发改农经〔2014〕226号）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 年）（国函〔2016〕178 号）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三五”规划（国土资发〔2016〕155 号）

旅游规划通则（GB/T18971－2003）

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国土资发〔2016〕83 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地质公园建设验收工作的通知》（国土资规〔2015〕8号）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告（2019年第 1 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废止和修改的文

件）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充分发挥各类自然保护地社会功能大力开展自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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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通知》（林科发〔2019〕34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

关于推进体育公园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社会〔2021〕1497号）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科学技术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首批国家林草科普基地

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办科字〔2021〕79号

关于加强国家地质公园申报审批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09〕50 号）

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标准（国土资厅函〔2013〕345 号）

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指南（2016）

三、地质公园所在地的相关规划

《东兰县县城总体规划（2013-2030 年）》

《东兰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

《东兰县旅游业发展规划（2014-2025 年）》

《东兰县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9-2022 年）》

《东兰县域镇村体系规划（2011-2025 年）》

《东兰县国土空间规划（2019-2035年）》（待批准）

《东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东兰县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09-2020 年）》

《东兰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16-2020 年)》

《东兰县生态县建设规划（2010-2020 年）》

《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2018-2030年）》

广西东兰国家地质公园申报材料

第五条 公园发展概况及规划背景

一、公园发展概况

2016 年 9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授予东兰自治区级地质公园资格；

2018 年 3 月，自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授予广西东兰国家级地质公园

建设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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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园规划背景

国家地质公园申报审批实行资格授予和批准命名分开审核方式，先东兰国家

地质公园只是取得了国家地质公园资格，还须按规定在取得了国家级地质公园资

格后的三年内，依据《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2016 年版，2019 年

修订）编制地质公园规划，完成规划建设，申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命名。

现申报公园材料中的东兰国家地质公园范围是意向性的范围，圈定面积为

174.1km2，尚未按“技术要求”与地方相关规划及经济发展相协调，边界的划定

仍存在技术上缺陷。在《广西东兰国家地质公园边界及保护区边界确界论证报告》

和全面详细了解公园范围内地质遗迹、生态功能与周边区域的城乡建设、土地利

用、矿产资源等现状的基础上，东兰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广西东兰国家地质公

园规划（2021-2025 年）》。通过本次规划编制，按照《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

技术要求》（2016 年版，2019 年修订）做好与已有相关规划的衔接，重新划定

公园范围和边界，确保规划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调整后东兰国家地质

公园面积 155.8km2，较申报面积减少 18.3km2，核减 10.52%。调整后公园内地质

遗迹点（区）24 处，较申报阶段地质遗迹数量减少 6 处，减少的为县级地质遗

迹东里三潭、东平河、东平河边滩、岩溶洼地（泗孟田园）。公园范围内国家级

地质遗迹点（区）5 处，数量未变，即兰木化石群、东平河穿洞群（驼吻峰穿洞、

天宝山穿洞、月亮山穿洞）、坡锐天坑群；省级地质遗迹点（区）10 处，数量

未变；省级以下地质遗迹点（区）9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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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质公园的性质与发展目标

第六条 公园性质与特色

一、公园性质

公园是以岩溶地貌景观为主，地质剖面景观、构造形迹景观、古生物景观、

水体景观等多种地质遗迹景观与红色文化、民族文化风情为一体的大型国家地质

公园。

二、公园特色

公园以密集的穿洞群、宏大的天坑群以及罕见的拉丁期菊石化石群为核心地

质遗迹景观，打造富有东兰特色的地质故事，与其它优美的岩溶地貌景观、等相

得益彰，奇秀美兼具，绚烂多姿。公园北部的天坑群、化石群与优美的泗孟田园

风光，构成以探险求知为主体、休憩运动为辅的景观区。公园南部，穿洞群、岩

溶泉群等地质遗迹景观与列宁岩、韦拔群故里等红色文化景观，及外围的东里三

潭、江平田园等壮族长寿文化景观，构成地质景观融合“红色-绿色-蓝色”的地

学旅游、生态科教、文化传承、休闲旅游等综合景观区。

第七条 发展目标

一、总体目标

严格按照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标准开展系统性的建设工作，以穿洞群、天坑群、

化石群为特色，地质构造景观、地质剖面景观、水体景观等多种地质遗迹景观为

补充，充分利用独具特色的铜鼓民俗风情与红色革命人文历史景观，建成中国桂

西北地区重要的国家级地质公园和科普教育基地。联动社区，协调周边，开展生

态文明教育、自然体验、生态旅游等活动，构建完整的高质量生态产品体系，助

力乡村振兴。到 2025 年，建成地质遗迹保护、地学旅游、科考科普、历史文化

传承、风景旅游观光等功能体系齐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高，保护成效和管理达

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一流的地质公园。

二、分项发展目标

（1）地质遗迹保护目标

处理好地质遗迹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开展地质遗迹保护区确界，确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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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遗迹重点保护对象，制定保护规划和保护措施，确保地质遗迹资源开发潜力的

延续和有效保护，使公园成为中国桂西北地区以穿洞群、天坑群、化石群为特色，

地质构造景观、地质剖面景观和水体景观等多种地质遗迹景观共存的重要保护区。

（2）科研科普目标

开展高质量、多频次的科研活动，邀请高校和研究机构来公园开展地质考察

和科学研究，与地学类院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建成地学专业实习基地。

引进地质学人才，培养地质科普导游团队。针对不同的科普对象，采用合适

的方式编制系统化的科普材料。建立地质遗迹与生态资源的科普网站，开展地质

科普系列讲座，举办地质科普主题夏令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地学知识科普

系统，使公园成为中国桂西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地质科普教育基地。

（3）旅游发展目标

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开发以穿洞群、天坑群、化石群为特色，地

质构造景观、地质剖面景观和水体景观等多种地质遗迹景观共存的地学旅游资源，

整合红色文化、铜鼓文化、养生文化等人文景观资源，阶段性地完成公园的地质

科普和服务设施建设。以地学旅游为核心，开发地质与文化相融合并适合不同游

客旅游偏好的游览路线，带动地方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4）社区行动目标

公园的建设与乡村振兴相衔接，把社区居民作为地质公园的主人，使其成为

地质遗迹保护与管理的中坚力量。同时，积极引导社区参与公园的旅游发展，探

索全民共享机制，逐步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促进经济社会生态

全面健康发展。

三、分期目标

（1）前期目标（2021-2022 年）

ŵ依据公园建设现状，完成公园勘界，建立地质遗迹名录与档案，使各珍稀

地质遗迹与人文景观得到系统保护。

②新建博物馆一座，位于公园外围的泗孟体育公园内，面积不少于800m2。

ŷ完善地质公园科学解说系统的建设。对公园主碑进行改造升级。建设界桩

120块、界碑30块，保护区界桩100块、保护区界碑25块。修缮被损坏的解说牌5

块、更换被撕毁的解说牌30块，新增景点解说牌10块、公共信息标识牌76块、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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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说明栏3处。编制科学导游图，广西东兰国家地质公园科普读物。配备导游10～

15人，其中1名地学专业导游员，1～2名双语导游员。

④编制并落实近两年科研科普规划，完成不少于1项科研项目，完善科考、

科普旅行路线建设。开展科普宣教活动，争创“省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

Ź建立地质公园数据库系统、公园网站，完善公园管理机构体系和监测系统

的建设，健全公园的各项规章管理制度，充实管理人员和技术力量。

⑥健全公园服务设施体系。依托公园外围的泗孟社区服务中心、泗孟体育公

园、泗孟自驾游露营基地，围绕坡锐天坑群，重点构建泗孟地质科普—探险体育

运动服务区，新建客服中心一处，升级体育公园为科普广场，新建体育公园—坡

锐天坑—自驾露营基地徒步探险生态步道、生态厕所、停车场等。

⑦完善公园道路交通网。改造升级天宝山游客服务部—板表村旅游公路，硬

化泥土路面，全长约2km；改造升级列宁岩游客服务中心附近旅游公路，硬化泥

土路面，全长约1.2km；修缮列宁岩洞穴内通向观景台的游步道，全长约600m，

游步道两侧设置防护围栏；天宝山服务部修建停车点一处，面积300m2；建设兰

阳-武篆旅游公路专线兰阳至泗孟段；建成天北高速江平连接线。

⑧按照《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地质公园建设验收工作的通

知》（国土资厅发〔2015〕8号）进行建设工作，完成国家地质公园揭碑开园工作。

（2）后期目标（2023-2025 年）

ŵ对地质遗迹保护区定期巡查，增加巡查装备，构建信息化、智能化保护体

系。对泗孟-月里-武篆镇沿线及东里-那烈-拉怀008乡道沿线进行地质遗迹补充

调查。深入挖掘地质遗迹旅游的内涵，与秀美的山峦水体景观相结合，开发综合

旅游项目和路线。

②在泗孟景区、列宁岩景区，各新增解说牌30块、20块，综合说明栏2处，

公共信息标识牌16块。

③修建天宝山登山游步道，全长约1.5km；改造提升武篆镇至巴马练乡、东

兰至列宁岩、江平至纳伦、泗孟至凤山等道路等级。

④编制针对不同年龄段的系列科普读物、儿童趣味导游手册、宣传光盘，丰

富公园内科考、科普旅行路线。针对学校、社区及游客开展多形式的科普宣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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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普及地球科学知识，树立公众对地质遗迹的保护意识。创建“全国中小学生

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国家林草科普基地”。

⑤与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建设基础地质教学基地，联

合培养地学专业人才，鼓励开展地质公园科学研究工作。

⑥改造东里、那论、月里等民居民宿，融合公园周边的江平康养基地、泗孟

自驾露营基地，提升生态旅游接待水平与能力。融合泗孟、兰木、武篆的农优产

品，打造地质养生饮食文化产品品牌。依托壮族节庆文化，开展地质公园活动周。

以地质公园的营销推广带动公园周边乃至东兰县的旅游发展，成为河池市旅游产

业的标杆。

⑦积极与其它地质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建立联系，就科学保护、科考研究和旅

游开发等方面进行学习和交流，实现联动发展。

⑧进一步提高公园管理能力、服务质量和公园综合接待能力，不断提升游客

满意度。根据公园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完善公园交通、餐饮、住宿等服务设施

以及其它相关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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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质遗迹景观及评价

第八条 地质地貌概述

公园所在区域内位于“广西山字型构造”前弧西翼中段。以北西向构造和旋

卷构造为主，东西向构造片段局部隐现。这些构造带及其派生的构造形迹，构成

区内极为复杂的构造格局。

公园范围内地层以石炭ĺ三叠系最发育，泥盆系零星出露，以海相沉积为主，

海陆交互相次之，第四系分布很少。

公园所在的东兰县地处云贵高原的南部边缘，桂西北部山区，地势北高南低，

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河流顺着地势从东北、西南汇入红水河。境内侵蚀低山、侵

蚀谷、溶蚀洼地相间，构成了东北部侵蚀低山、中山地区，中南部侵蚀谷地区，

西南峰丛洼地地区。北部主要为碎屑岩山区，南部主要为碳酸盐岩山区。县域内

最高点为金谷乡西北 9km 的莫中山，峰顶高程为 1214m，位于东兰、凤山、天

峨三县交界处。

第九条 地质遗迹类型

根据《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附表一“地质遗迹类型划分表”的

划分原则，公园主要地质遗迹有地质（体、层）剖面大类、地质构造大类、古生

物大类、地貌景观大类、水体景观 5 大类；地层剖面、沉积岩相剖面、构造形迹、

古动物、岩石地貌等 7 类；区域性标准剖面、古无脊椎动物、岩溶地貌、流水侵

蚀地貌、冷泉景观等 8 亚类，详见附表 2。

第十条 地质遗迹对比评价

一、地质遗迹景观价值评价

1.科学价值

公园内的典型地层剖面记录了桂西北地区泥盆纪至三叠纪岩相古地理格局

与变迁，反映了区域地质发展过程中扬子古陆与特提斯相互作用的变化规律。兰

木组剖面的发现为解译桂西北地区泥盆纪ĺ三叠纪岩相古地理格局及碳酸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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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与消亡时间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证据；兰木组化石群对于丰富我国拉丁期菊

石群的内容，以及区域地层的划分、对比及古环境、古地理的研究均有重要的意

义；穿洞群、天坑群、峰丛洼地、峰林谷地、河流阶地以及地下河及岩溶泉的空

间分布，则深刻揭示了西南岩溶区地貌的发展与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

价值。

2. 美学价值

广西东兰国家地质公园的美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形象美。东兰地质遗迹景观形象美包括雄、奇、险、秀、幽、奥、旷等，

而代表其主旋律的则是奇与秀。所谓“奇”是指东兰岩溶地貌的形态特征，峰丛

遍布，如群蛙观天，象形微妙，蔚为壮观，给人以强烈的启迪与无限的遐想。所

谓“秀”是指秀巧、明丽、清雅、柔曲之意，秀美是东兰地质遗迹景观的主要特

征。红水河、东平河，蜿蜒流淌，两岸的奇峰、倒影、农田，呈带状分布，配着

烟雨秀水是条不可多得的山水画廊。

②色彩美。东兰地质遗迹景观色彩十分丰富。春夏两季，披上翠绿浓妆的青

山，伴着生机盎然的农田菜畦，梯田以绿色为主旋调，有牛羊鸡鸭做农田上的色

彩点缀，给人以酣甜、安逸、舒适的审美感受。秋季的金涛麦浪使东兰披上一件

高贵的袈裟，潭水的蔚蓝深秀带着深邃的静谧，都透着一种恬淡；东兰特产墨米，

深色的米粒和金黄的稻杆，展示着美丽的田园色彩。东兰岩溶不仅因植被的季相

变化而变化，更因晴、阴、雨、雾、朝辉、晚霞而瞬息万变。

③意境美。“印象东兰天蓝水蓝，风物惟东兰。铜鼓蚂拐舞巴山，壮鹰翱翔

疆南。红河百里画廊，人间养生天堂。借问神仙何在？百岁蝴蝶鸳鸯”等赞美东

兰美景与文化的诗词歌赋；蚂拐舞、铜鼓文化等这些都赋予深厚的人文情怀，都

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美丽的东兰风光，构筑了令人神往的诗境和情境，它们开拓

了景与境洽，境生象外，景外之景的美学意境。

3.科普价值

区域地壳演化与成矿的研究价值。特殊的区域位置，复杂的地壳演化，使得

本公园的地貌极其多样，因此，本区对研究新构造运动提供了理想的野外证据。

理清新构造运动，对进一步开展区域基础研究，提高东兰在国内外的知名对兰阶东ᆱ

,º �R �¦

^�b Eý 0A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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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地貌研究价值。东兰在中国南西岩溶区域特殊的地质位置，其岩溶地貌

的多重性、典型性，既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又具有极高的地质美学价值，地质

公园的建立将进一步挖掘和开发东兰旅游的科学价值，开展岩溶地质科普教育，

保护岩溶地质遗迹，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农民运动的兴起、东兰同志会、三三同盟会的建立、开

办农讲所、组织农协会、邓小平领导右江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韦

国清、韦拔群等仁人志士的热血奋战，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种种印记，充分发

挥这一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优势，借助地质遗迹景观资源，构建全民地学普

及与爱国教育的双重体系，辅之以灵活多样的教育活动，呈现出大众教育新画卷。

4. 地学旅游价值

东兰地质遗迹和地质景观资源丰富，类型多样，空间分布集中，具有重要的

旅游开发和社会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东兰是少数民族聚集区，民族传统节日和风俗丰富有趣，壮族的“三月三”

和“青蛙节”、“铜鼓舞”，布努瑶的“祝著节”，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浓郁

的民族风情，而且也集中地反映了东兰多姿多彩的民间文化。自古优美的传说，

激情的鼓韵、古朴的蚂拐歌会、奔放的椿榔舞和纯朴的民风构成了东兰独有的红

水文化，是不可替代的高品位旅游资源，具有巨大的旅游开发潜力和价值。

②地学旅游文化、铜鼓文化、长寿生态文化、壮歌文化，具有知识性、趣味

性和观赏性，资源类型丰富多样，且相对集中，可适应不同品位、层次、爱好人

群的需求进行有效组合。

③东兰是桂西北东巴凤国际旅游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处桂西北黄金旅

游区，汕昆高速与天北高速（在建）构建了公园的交通骨架，交通便利，具有突

出的地域优势。

④东兰拥有 1 处国家级湿地公园、1 处自治区级森林公园，是韦国清将军的

第一故乡、邓小平、韦拔群等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红色足迹地，丰富的红色革命

旅游示范点，数个农业旅游示范点、农家乐旅游接待点，使得区内旅游资源丰富，

旅游价值十分突出。

5. 生态价值

公园岩溶地质遗迹分布区属广西岩溶生态环境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弱，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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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的建立将会改变当地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地方经济和

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

二、与国内同类型地质遗迹景观对比分析

兰木化石群：

兰木化石群盛产稀有的拉丁期菊石化石，全国罕见。国内目前暂时没有盛产

同期菊石的产地。兰木化石群丰富了我国拉丁期菊石群的内容，同时对于区域地

层的划分、对比及古环境、古地理的研究均有重要的意义。

坡锐天坑群：

2016 年 2 月底至 3 月初，中法国际联合科考探险队在公园发现了大大小小

共 5 个天坑汇集而成的天坑群落。其中，坡锐天坑和弄坤天坑最为壮观。坡锐天

坑以 422m 深度成为目前全国已知深度最深天坑第四名（小寨天坑 662m、大石

围天坑 613m、打岱河天坑 540m）。坡锐天坑群的研究对研究当地岩溶地貌形成

及区域地质背景与区域地质演化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世界上发现的天坑群中，

具有 3 个或 3 个以上天坑的天坑群超过 14 个，坡锐天坑群以具有 5 个天坑之多

而位居世界天坑群数量规模第五位，国内天坑群数量规模第四位。

三、地质遗迹的综合值评价

根据《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结合公园主要地质遗迹景观的国

内对比分析和评价，对公园内 24 处主要地质遗迹点（区）进行评价，国家级地

质遗迹点（区）5 处，即兰木化石群、东平河穿洞群（驼吻峰穿洞、天宝山穿洞、

月亮山穿洞）、坡锐天坑群，占评价地质遗迹点总量的 20.83%；省级地质遗迹

点（区）10 处，占评价地质遗迹点总量的 41.67%；省级以下地质遗迹点（区）9

处，占评价地质遗迹点总量的 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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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其他景观资源及评价

第十一条 生物及其他自然景观及评价

1.植物资源

东兰县属亚热带常绿阔叶、落叶阔叶混交林植被区，植物资源丰富。但由于

长期人为活动的影响，原生植被很多已不复存在。现在的天然林，多为经过反复

复垦后的此生中龄林和灌木林，有的已演替成为灌丛、草坡。现有的人工林主要

有杉木林、马尾松林等；天然阔叶树种有樟、泡桐、苦楝、毛红椿、木荷、马蹄

荷等。石山树种包括蝴蝶果、任豆、菜豆树、红豆杉、柏、棕榈等。经济林树种

有板栗、八角、油茶、油桐、竹类等。

公园内珍稀植物主要有国家Ⅰ级重点保护植物 1 种，为红豆杉；国家Ⅱ级重

点保护植物 6 种，为金丝李、桫椤、喙核桃、香木莲、毛红椿、翠柏。

2. 动物资源

公园动物资源丰富，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有利于各种动物繁衍生长。据不

完全统计，公园内有陆生、水生动物 100 余种。兽类有猴、麝、獐、箭猪、山獾、

九江狸、果子狸、野猪、水獭、水麂、黄麂、黄鼠狼、黄 、野猫，虎、豹已不

见足迹。鸟类有斑鸠、鹧鸪、野鸡、毛鸡、白鹇、野鸭、喜鹊、了哥、啄木鸟、

猫头鹰、鹰、鹞鹰、夜鹰、杜鹃（俗称布谷鸟）、画眉、鸦、麻雀。鱼类有鲤鱼、

塘角鱼、夹锥鱼、油鱼、泥鳅、草鱼、竹鱼、连拐鱼、小白鱼、花鱼等。节肢、

两栖、爬行类节肢动物有虾、蟹，两栖动物有龟、鳖、蛙、蟾蜍等。爬行动物有

蛇、穿山甲、蛤蚧、壁虎等。昆虫类有蜂、蝉、蟋蟀、瓢虫、蜻蜓、蜘蛛、蝴蝶

等。其他还有螺蛳、蜗牛、蚯蚓、水蛭（俗称蚂蝗）等。

珍稀动物主要有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 种，为麝、穿山甲、大灵猫；

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6 种，为獐、水獭、黄喉貂、鹞鹰、白鹇、大壁虎。

第十二条 人文景观及评价

1. 遗址遗迹

旧州土司衙署遗址：位于公园范围内的武篆镇旧州。为明代 1475 年-1535

年为东兰土司衙署。明弘治 15 年（1502 年），韦正宝承袭知州职，在州治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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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土木，建造城堡，开凿护城河，辟地造花园，挖掘鱼塘，修建亭台。今仅存

城址、护城河、柱石磴、拴马石、鱼塘、水井及洪武年间开凿的可通七关桥的旧

州隧道。

旧州古军事隧道：位于公园范围内的武篆镇旧州，是著名的古代军事遗址，

为明朝洪武年间韦氏土司开凿。隧道工程极大，长约 1000m，宽 0.8～1.5m 不等；

上面皆用石拱制成，下面用石砌平，隧中每十数丈有石磴一座，设灯盏于其上，

燃灯以便行走。其分歧隧道有四、五处，建筑大都相同。

2. 建筑与设施

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列宁岩：位于公园范围内的武篆镇南部。列宁

岩是个天然石洞，洞口宽 64m，洞高 43m，纵深 137m，洞内宽敞明亮，干燥平

坦，可容纳数千人。洞的深处有清泉，又有曲径通山后。1922 年 3 月，韦拔群

在此组织革命同盟，与陈伯民等人在洞内开办东兰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宣传

马列主义，培养右江地区 11 个县的农运骨干 276 人，为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打

下坚实的群众基础。1930 年 2 月，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来到武篆，提议改名为“列

宁岩”。1963 年被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8 年，中共中央副主席叶

剑英题写了“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放大后刻在岩洞口。1995 年被定为

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6 年被列入第六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红七军前委旧址——魁星楼：位于公园附近的武篆镇内，为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由武篆民众筹款建设。是座木石结构的 4层六角塔，底宽 7m、高 17.5m。

1923 年，韦拔群组织农民三打东兰县城时，设作战指挥部于此楼；1926 年至 1927

年间，为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和武篆区农民协会办公所在地；1930 年春夏，中国

工农红军第七军前敌委员会设于此楼，前委书记邓小平和军长张云逸就在楼上办

公和住宿，领导右江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这期间，邓小平在魁星

楼上彻夜挑灯编写《土地革命政策和口号》、《党的问题》、《苏维埃的组织和

任务》作为在旧州屯举办的红七军及东凤党员领导干部培训班的教材。邓小平、

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等同志经常在楼上召开重要会议，运筹革命大

计，魁星楼的灯火成为右江革命人民心中的指路明灯。1963 年 2 月，广西区人

民政府把魁星楼确定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8 年对游客开放，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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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定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壮乡英雄文化园：位于公园东 5km，是为纪念韦国清同志诞辰 100 周年修建，

包括韦国清故居、中国将军书画院创作基地、韦国清铜像、壮乡将军纪念馆等。

壮乡英雄文化园，是传承红色历史、发扬优良传统、传播廉政思想、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和廉政教育的重要场所，是集党员干部教育、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红色

文化旅游和生态养生观光于一体的园林式革命纪念公园。

东兰烈士陵园：位于公园所在地东兰县城内。东兰烈士陵园原名叫东兰革命

烈士公园，建于 1956 年。1986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准，被列为全国重点烈士

纪念建筑保护单位，园名更改为东兰烈士陵园。1995 年 12 月，被列为广西壮族

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7 年 1 月，东兰烈士陵园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名录》。

韦拔群故居：位于公园内的东里村。故居分前后两幢泥砖瓦房，总面积 250m2。

前屋为一幢内立四排屋架分成五个开间，屋顶设有 望台，屋内置韦拔群半身塑

像一尊，四壁有韦拔群烈士生前革命活动简介，这里是当年韦拔群接待革命同志

来往开会、研究工作和住宿的地方。1930 年，邓小平、韦拔群等在此领导试办

“共耕社”，开设农民政治夜校，推动了右江地区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1981

年拔群故居被确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 年被定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3.民俗风情

蚂拐节：也叫“蛙婆节”、“青蛙节”、“敬蛙节”。红水河岸边的巴畴、

长江、金谷、隘洞、东兰、长乐、大同等乡镇的壮族都盛行该节日。它是通过祭

祀、埋葬青蛙来预测年景、祈求人畜兴旺、风调雨顺的民俗活动。节日从正月初

一开始，历时各地不一，有的 5 至 7 天，有的长达一个月。节日程序为：找蚂拐、

祭蚂拐、葬蚂拐、化装表演、对歌。东兰县内红水河畔沿袭下来的蚂拐歌圩有

100 多处，活动的原生态性保存完整，风情独特，每次活动吸引万人以上。

椿榔舞：又名“木棒舞”，是壮族民间舞蹈。主要流行于红水河畔东兰县的

壮族乡村，是壮族人民非常喜欢的一种只打不跳的自娱性民间文艺活动。表演以

长短木棒头尾相击，发出不同节奏的响声，表演者主要以男子为主，有时也有妇

女参舞。少则三四人，多则八到十多人。每人手持一根 4 尺或 8 尺的坚硬木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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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着一块垫板，先击板而后击棒，发出音响，分有两人对打、三人互打、众人交

打等打法。击打节奏的改换与终止，均由指挥人呼喊口令，有时还配有皮鼓、铜

鼓或锣钹伴奏，舞蹈节奏强烈，情绪活跃，富有民族特色。该舞蹈一般在农闲时

节，或者在每年的春后、秋后及喜庆的日子进行表演。

铜鼓舞：主要为过年、婚嫁进行。它起源于劳动、祭祀、娱乐或礼仪，说法

不一。从舞蹈表演形式看，则与娱乐较密切，流传至解放初期的铜鼓舞多是 7

人表演，其中 4 人打四面铜鼓，一人敲打牛皮鼓伴奏，一人舞雨帽或簸箕，一人

敲打竹筒，舞者动作古朴粗犷，鼓声浑夺雄壮，鼓点变化多端，舞蹈气势磅礴，

气氛热烈。鼓声不息，舞蹈不止，极尽喜悦，铜鼓手和跳舞者累了就换人，往往

延续一两个小时。

地方特产：公园内的东兰板栗、东兰黑山猪、东兰墨米酒、东兰乌鸡、东兰

墨米等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此外，还有东兰红七柚、东兰米酒等特产及东兰豆

腐圆、武篆油团等特色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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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区

第十三条 总体布局与园区、景区划分

一、总体布局

依据地质遗迹资源的自然组合分布状况，公园总体布局为“一园区、两景区、

多节点、‘8’字型旅游环线”。

二、园区、景区划分

依据地质遗迹景观和其他景观类型的空间分布与组合特征、地貌的自然分区、

交通联通状况以及行政辖区等要素划分地质公园划分为一个园区、两个景区，即

为泗孟景区、列宁岩景区，其中泗孟景区内核心节点为泗孟乡，列宁岩景区内核

心节点包括武篆、东里、江平。

1. 泗孟景区

位于公园北部，面积 83.75km2。依托河百高速公路凤山连接线，打造公园北

部探险、休憩为主体的景观区。主要景点有坡锐天坑群、兰木化石群、泗孟田园

风光、兰木溶洞群等。主要开展：

①认真执行地质遗迹保护规划，开展地质遗迹保护工作，执行科学、有效的

保护措施。严格保护天坑群、化石群、溶洞等地质遗迹。

②积极开展科研工作，完善科普解说系统。创建“省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

育基地”、“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后期创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

践教育基地”。

③健全公园服务设施体系。依托泗孟社区服务中心、泗孟体育公园、泗孟自

驾游露营基地，围绕坡锐天坑，重点构建泗孟科普—探险服务区，新建地质公园

博物馆一座、客服中心一处，升级体育公园为科普广场，新建体育公园—坡锐天

坑—自驾露营基地徒步探险生态步道、生态厕所、停车场等。

④在泗孟田园风光观景台及泗孟街东体育公园（科普广场）处各新增综合说

明栏1组，每组4～5块解说牌；后期在泗孟景区新增解说牌30块。

⑤建设兰阳至武篆旅游公路（兰阳至泗孟段）；对泗孟—月里—武篆镇沿线

进行地质遗迹补充调查。

⑥建设定桃特色农产品科普观光体验园和田园农居，开展农业田园风光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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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体验等乡村休闲旅游项目。

2. 列宁岩景区

位于公园南部，面积 72.05km2。依托汕昆高速武篆互通、天北高速江平互通，

打造公园南部地质融合“绿色-蓝色-红色”的地学旅游、生态科教、文化传承、

养生度假等综合景观区。主要景点有东平河穿洞群、列宁岩洞穴（广西农民运动

讲习所旧址）、韦拔群故居及公园外围的东里三潭、江平田园风光和约拉伏流等。

主要开展：

①科学保护东平河穿洞群、列宁岩洞穴等地质遗迹景观及山体景观等自然生

态资源，严禁向东平河、东里三潭、天宝湖排放污水及废弃物。

观等自 等自泊观等自⒩观等退观等自␉公园外 ␀等区廊公园外医က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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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地质遗迹保护

第十五条 地质遗迹保护区的划分及边界坐标（主要拐点）

的确定

公园地质遗迹保护区划分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三级保护区，保护区面

积共20.12km2，占公园面积的12.91%。

（1）一级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是国家级地质遗迹集中分布的区域。在公园范围内划定4个一级

保护区。

泗孟一级保护区：位于公园北部泗孟景区内，面积为1.99km2，主要保护对

象为坡锐天坑、弄坤天坑、板岜溶洞等地质遗迹及周围自然生态环境。

兰木化石群一级保护区：为公园北部泗孟景区内，面积为0.17km2，主要保

护对象为公园兰木组剖面中产的以菊石化石为主的兰木化石群景观。

列宁岩穿洞一级保护区：位于公园东南部列宁岩景区内，面积为3.55km2，

主要保护对象为东平河西岸的列宁岩穿洞地质遗迹。

天宝山一级保护区：位于公园东南部列宁岩景区内，面积为1.76km2，主要

保护对象为东平河西岸的天宝山穿洞、驼吻峰穿洞、月亮山穿洞等地质遗迹。

（2）二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为省级地质遗迹集中分布的区域，以微地貌单元边界、水系、道

路等作为主要划分依据。公园范围内划定1个二级保护区。

江巴二级保护区，位于公园南部列宁岩景区，面积4.64km2，主要保护对象

为那伦、贡远片区的岩溶峰丛、岩溶洼地、岩溶泉以及自然生态水源地等。

（3）三级保护区

三级保护区是具有科普及游览价值的一般地质遗迹分布区。公园范围内划定

2个三级保护区。

兰木化石群三级保护区：位于公园北部泗孟景区兰木化石群一级保护区外围，

面积为0.79km2。主要保护对象为兰木化石群等地质遗迹及周边自然生态环境。

泗孟三级保护区：位于公园北部泗孟景区，面积为7.22km2。主要保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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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兰木峰丛等地质遗迹及水源地周边自然生态环境。

公园内地质遗迹保护区的级别、拐点坐标及主要保护内容具体见附表 4。

第十六条 各级保护区的控制要求与保护措施

（1）各级保护区保护要求

一级保护区可以设置必要的游赏步道和相关设施，但必须与景观环境协调，

严格控制游客数量，禁止机动交通工具进入。

二级保护区允许设立少量的、与景观环境协调的地质旅游服务设施，不得安

排影响地质遗迹景观的建筑。合理控制游客数量。

三级保护区可以设立适量的、与景观环境协调的地质旅游服务设施，不得安

排楼堂馆所、游乐设施等大规模建筑。

（2）地质遗迹总体保护措施

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公园管理机构，根

据公园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完善的地质遗迹保护制度并严格执行。合理进行旅游开

发，防止过度开发对地质遗迹造成破坏。严格保护公园内的地质遗迹及自然生态

系统。加强公园标识系统、巡视护道、观景台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指定工作人员

不定期巡护，配备巡护的交通、通讯工具，旅游高峰期要加强地质遗迹巡护。开

展广泛的地质遗迹保护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宣传地质遗迹资源保护的意义及国

家有关的方针、政策及管理条例。

（3）制定公园地质遗迹保护负面清单

东兰县人民政府依据国家关于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保护的有关要求，编制并

出台《广西东兰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保护负面清单》，列出禁止类和限制类的

发展项目。

禁止类，主要包括违反各类保护区保护措施的，如建设度假区、楼馆场所、

高尔夫球场等；设置探矿权、采矿权的；国家明确要求禁止新建的；地方禁止新

布局的生产能力、工艺技术、装备及产品项目的。

限制类，主要包括居民点扩大项目、规模化畜禽养殖项目、化石采集项目、

非地学（地质、生态、文化）类旅游项目、规模化商品林砍伐项目、涉及对地质

遗迹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等环境敏感区的项目、高能耗、

高污染、高耗资的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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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负面清单禁止类项目，不得准入，投资主管部门不得予以审批、核准、

备案，各金融机构不得发放贷款，县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生态环境

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应急管理局等部门不得办理有关手续，水、电、气等有关

单位不得提供保障。

第十七条 特殊地质遗迹的保护方案

（1）湖泊景观的保护措施

公园内的湖泊主要为列宁岩景区的天宝湖，是向游客开放的主要水域。具体

保护措施如下：

①前期在天宝湖旅游步道沿线设置安全警戒线，设置警示牌，禁止游客随意

戏水，防止发生游客落水事故。

②后期设置水环境监测点，长期监控水质情况，预防与治理同时进行，避免

过度开发污染水质，产生水体富营养化。

③严禁向天宝湖内倾倒垃圾、排放生产生活污水及其它废弃物。

④禁止破坏湖泊生态环境的不良行为，严重者追究法律责任。

（2）河流景观的保护措施

公园内的河流主要为东平河、那伦河，具体保护措施如下：

①前期实施东平河、那伦河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工程。清理东平河沿线游客滞

留的大量垃圾。

②前期在东平河沿线设置警示牌，禁止游客随意戏水，防止发生游客落水事故。

③后期设置水环境监测点，长期监控水质、流量等情况。坚持预防为主，防

治结合的原则。

④严禁向东平河倾倒垃圾、排放生产生活污水及其它废弃物。

⑤加强宣传，提高游客保护地质遗迹自然生态环境的意识。

（3）古生物化石的保护措施

公园内古生物地质遗迹位于泗孟景区，主要为兰木组剖面中产的兰木化石群。

具体保护措施如下：

ŵ贯彻执行《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严厉打击盗挖化石的非法行为。

Ŷ保护管理责任人：广西东兰国家地质公园管理责任人。

③设置警示牌，采取防护围栏、排水沟等必要的工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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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岩溶洞穴的保护措施

公园内岩溶洞穴主要有列宁岩洞穴、新烟溶洞、兰木溶洞群等。列宁岩洞穴

划定为一级保护区，是向游客开放的主要景点之一，洞中的化学沉积景观有的已

经受到破坏，迫切需要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具体保护措施如下：

①前期修缮列宁岩洞穴内通向观景台的游步道，全长约600m。游步道两侧

设置防护围栏，防止游客踩空，同时将石钟乳、石笋、石柱等钟乳石景观与游客

隔离。

②设置定期监测点，对其湿度、温度、二氧化碳、氧气等进行监测，依据监

测结果采取工程措施加以保护，防止溶洞景观遭受风化。

③禁止游客乱涂乱画，盗取石笋、石钟乳、石柱等行为。

④控制游客数量，防止过度开发。清除洞内无必要的人造景观，恢复溶洞自

然原貌。

（5）公园范围外一定区域管控要求

①东兰县自然资源局对公园北部边界范围外玉州采石场，加强矿业执法检查，

动态监测，及时发现资源开发过程中，废水、废气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以及采

矿引起的地质景观破坏和地质灾害，定时督查，勒令整改。建议矿权到期后不再

续期，及时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

②加强对东里三潭、东平河、东平河边滩、泗孟田园等公园范围外的地质遗

迹点的管理，设置专员进行定期巡视，树立地质遗迹标志和说明牌。武篆镇人民

政府、县水利局、文旅局、自然资源局应向周边群众宣传地质科学价值、科普价

值和地质遗迹保护政策；加强地质遗迹资源开发和合理模式创新，提升当地旅游

的科学内涵。

③公园边界向外500m的区域内新建建筑高度不超过15m，建筑布局、体量、

造型和色彩等需考虑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及其建设后的景观空间审美效果，避开

重要地质遗迹视点、视廊、观赏面等景观区域，使建（构）筑物融于周边自然生

态环境。公园周边道路工程建设应考虑保障公园和地质遗迹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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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生态环境与人文景观保护

第十八条 地质公园环境容量控制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

一、地质公园环境容量控制

根据各园区的地质资源特色、游赏价值以及基础设施现状，综合考虑环境容

量的实体容量、生态容量，确定公园环境容量的单位指标。其中，景区开放时间

以每日 8 小时计算，全年开放旅游日为 300 天。环境容量计算结果为：

公园日游客容量为 6500 人次；

年游客总容量 195 万人次/年。

二、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

（一）公园大气环境控制

1.目标

保持良好的大气环境，达到 GB3095-2012 中规定的目标。

2. 措施

（1）强化环境管理：严禁在公园境内新建污染空气的厂房。

（2）严格控制废气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车辆进入公园，外来车辆停放在指

定的停车场，园内路段用电瓶车来运送游客。

（二）公园水体环境控制

1.目标

人体直接接触的娱乐水体达到国家 GB12941-1991A 类标准；与人体非直接

接 触 的 景 观 娱 乐 水 体 达 到 GB12941-1991B 类 标 准 ； 生 活 饮 用 水 质 达 到

GB5749-2006 要求；其它水体应根据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进行规划控制，各项指

标的相关要求参照修订的 GB3838-2002 标准。

2.措施

（1）严禁各种垃圾直接进入水体，对已经进入的垃圾进行及时清理，同时

加强对居民和游客的宣传和引导。

（2）减少或不使用农药和化肥，对村民进行宣传教育。

（3）污水、废水必须经过处理后再排放或综合利用，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

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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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园噪声环境控制

1.目标

公园声学环境按 GB3096-2008 进行规划控制；公园核心景区、生态景区范

围，室外噪声应低于 GB3096-2008 中规定的“特别住宅区”的环境噪声标准值。

2.为创造静谧的旅游环境，采取以下措施：

（1）制定公园内的行车管理办法。控制行车路线、车速、车种，进入区内

的机动车禁止鸣笛，一级保护区内禁止机动交通工具进入。

（2）沿公路和停车场两侧种植绿化隔离带。

（3）公园内不得建设大型歌舞厅，建筑施工和各种服务设施产生的噪声按

照国家规定的相应标准限时运行。

（四）公园固体废物控制

1.目标

对公园内日益增多的垃圾进行分类处理，杜绝空气污染源、水体污染源，保

证人民生活健康和人居环境质量。

2.措施

（1）建立健全环境卫生组织和管理制度，成立环卫队伍，设专职或兼职技

术人员管理，实行分片、分线包干制度，收集沿途道路、森林、垃圾箱（筒）的

垃圾。

（2）加强宣传教育。进入公园沿途设立宣传牌，禁止游客随便乱扔垃圾，

限制使用不易降解的包装用品。

（3）景区内每个主要旅游接待服务点沿道路每隔 50m 设置垃圾箱一个；各

景区沿主要游览步道每隔 100m 设置垃圾箱 1 个；其他次要旅游步道沿线每隔

150～200m 设置垃圾箱 1 个。垃圾箱（筒）要求设计合理，形式简明美观。

（4）依法对旅游垃圾和生活垃圾进行处理。对于不易腐烂的固体物集中分

类处理。

（5）清理公园内零散堆积的固体垃圾，建立公园内垃圾的无公害化、资源

化处理系统。

第十九条 灾害防治

公园主要灾害有五类，包括地质灾害、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极端气候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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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旅游安全事故等。

1.地质灾害防治

东兰县地质灾害的种类主要有滑坡、崩塌（危岩）等，分布面广，大部分分

布于东兰镇、金谷乡、长江乡、泗孟乡及主要交通干线附近，稳定性较差。东兰

县境内的地质灾害点，按体积规模划分，全县地质灾害点属小型。具体预防及治

理措施如下：

（1）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易发生地质灾害地区的巡查、监测和防范工

作。对已划定的地质灾害危险区，要予以公告。在地质灾害危险区的边界设置警

示牌、警界线等明显标志，并标示预警信号和撤离路线。

（2）在保护地质遗迹、不破坏地质景观的前提下，对松动危石、危岩等隐

患体采取加固、支撑或锚固等措施。并在景区的主要地段、主要景区景点设救援

报警电话，在危险地段设立安全防护栏。

（3）设置紧急情况下的避险场所，并对道路、步道等地段的高陡边坡采取

支挡或降坡等措施。

（4）安排人员巡视地质公园各处隐患地段，落实防灾工作。加强有关地质

灾害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游客及有关人员的防灾减灾意识。

2.森林火灾防治

公园所处区域森林覆盖率大于 80%，林下枯枝败叶较厚，在干燥时容易发生

大面积的火灾。为给公园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必须切实做好森林资

源的防火保护工作。

（1）建立健全依法治林、依法护林的综合保护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专业护

林队伍的骨干作用，广泛宣传《森林法》等有关法规和地方政府的有关法规条例。

积极贯彻“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

（2）设置安全护林防火组织，定员定岗对各功能区、景点实行严格的巡护、

检查和清理，并制订护林防火安全管理的具体办法。加强管理，落实护林防火目

标责任。指定火源的区域，如休息吸烟处、烧烤区等，增设灭火器材设施。

（3）加强对游客和当地群众居民的防火灭火宣传教育和检查监督工作，严

格控制进入公园的火源（火种）。前期在公园周围居民村旁路尾、交通要道及主

要游览地段，设制醒目宣传牌，宣传有关林业、环保的法规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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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后期在泗孟景区修建防火瞭望台，设置生物防火林带及修建防火路。

3.森林病虫害防治

公园森林病虫害主要有马尾松毛虫、卷叶虫、刺蛾、竹蝗等。应采取以下防

治措施：

（1）大力宣传森林植物检疫条例和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提高人们对森林

病虫害、植物检疫工作的认识。

（2）加大植物检疫执法力度，完善植物调运办理手续，实行外调申报、调

入复检制度，做好“不引祸入境，也不染灾他人”。

（3）设置森林病虫害监测调查点，做好病虫害预测预报。马尾松毛虫、卷

叶虫、刺蛾、竹蝗等病虫害每年均监测 2 次，其他病虫害的监测次数按常规进行

监测调查，充分发挥林农、护林员积极性，及时发现、及时防治。

4.极端气候灾害防治

公园所处区域典型气候特征明显，气象灾害主要有干旱、洪涝、冰雹、大风、

寒冻害等，为促进公园正常良好发展，针对极端气象灾害，具体预防及治理措施

如下：

（1）确定专人负责，及时收集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

息，并做到及时对公园内外发布。

（2）制定防灾抗灾技术措施、灾害防治应急预案，灾害发生时，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减小灾害影响范围和破坏程度。

（3）成立灾害应急处置行动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和协调公园内重大气象灾

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确保人力、物力、财力、措施、技术、救助各项工作

到位。

（4）加大对气象灾害监测和防治的资金投入，确保灾害发生时能及时获知，

以及发生后有能力尽量减轻灾害危害程度。

5.游客安全事故防治

泗孟景区、列宁岩景区可能发生游客滑坠事故；天宝山可能发生游客落水安

全事故。具体预防措施如下：

（1）建立安全事故应急队，配备必须的交通、通讯救护装备。

（2）设置安全警示牌，并制定避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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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良好的救护通讯系统，公园内不留通讯盲区。

（4）对各种安全设施如铁丝网、栅栏等做到定期检查。

（5）后期在天宝湖配备急救设备间，存放救生艇等设备。

（6）严禁在天宝湖游泳。

（7）严禁在岩溶泉（纳伦、贡远等）垂钓。

第二十条 珍稀物种名录及保护

1.珍稀物种名录

公园内珍稀植物主要有国家Ⅰ级重点保护植物 1 种，为红豆杉；国家Ⅱ级重

点保护植物 6 种，为金丝李、桫椤、喙核桃、香木莲、毛红椿、翠柏。

珍稀动物主要有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 种，为麝、穿山甲、大灵猫；

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6 种，为獐、水獭、黄喉貂、鹞鹰、白鹇、大壁虎。

2.保护措施

（1）对公园的动植物资源进行详细调查，建立动植物资源档案。针对性提

出保护动植物资源的措施、建议，并进行生态环境保护，为生物多样性提供有利

的环境支持。

（2）建立东兰植物园。主要任务有三：一是开展科学研究与科普教育，重

点研究保护措施；二是培育繁殖珍稀植物；三是引进乡土植物和同纬度的珍稀树

种。

（3）后期分别在泗孟景区、列宁岩景区设置动植物救助站。

（4）前期对公园内珍稀植物进行挂牌说明，说明植物的名称、种类、特性等。

（5）加大动植物资源保护的宣传力度。前期在已有保护措施的基础上，在

公园内设置保护警示牌，提醒游客注意保护动植物资源。

（6）严禁在公园范围内进行狩猎活动、砍伐森林。

（7）防止森林火灾，设立防火系统（瞭望台、防火道、森林防火带、防火

警示牌），并配备必要的消防设备和相应的工作人员。

（8）与自然资源、林业、农业、林场、东兰县其他景区以及自然保护地等

动植物资源管理保护机构合作交流，不断完善动植物救助、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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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人文景观保护

1.人文景观名录

公园内主要人文景观有韦拔群故居及旧墓、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列宁岩、

红七军前敌委员会旧址魁星楼、东兰烈士陵园，特色村落泗孟田园、江平田园，

地方民俗文化景观铜鼓文化。其中，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列宁岩为第六批国

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七军前敌委员会旧址魁星楼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东兰烈士陵园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保护单位，韦拔群故居及旧墓为自治

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保护措施

（1）前期设置人文景观说明牌、保护宣传牌。

（2）后期组织相关的文物保护和规划方面的专家，制定、完善人文景观保

护方案。

（3）在核心景区内严格禁止与资源保护无关的各种工程建设，已经划定的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的一切建设活动，必须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严格执行。禁止一切乱砍滥伐活动，严禁破坏原地形地貌和自然群落。

（4）加强资金投入，设立专门的人文景观保护维护资金。根据每年对人文

景观的现状保护情况作出的现实评估，划拨资金进行专业性的维护，并将此项行

动形成系统性工作。

（5）专人管理、专业维护。公园主管部门在各个人文景观赋存区域特别是

故居、旧址、展览馆等实体性景观处安排专人进行日常管理以及专业性的维护，

提高重要人文景观的保护质量。

（6）严格控制游客规模和活动性质，加强对核心景区保护工作的监督。

（7）加强宣传，使游客和当地居民自觉、主动地参与保护工作。充分保护、

开发、利用好人文景观，对接地学旅游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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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科学研究

第二十二条 课题选择和依据

1.选题原则

公园科学研究是提高公园内地质、水文、生态资源的研究以及完善公园管理

政策、方法的重要手段，以保护地质遗迹资源为原则，促进公园建设为目的，围

绕地质遗迹成因、保护、科学解说、开发旅游产品、公园管理以及公园可持续发

展等方面设立科研课题，充分发掘地质公园科学文化内涵并体现前瞻性、实用性

原则。

2.选题依据

通过对公园地质遗迹景观资源及其他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资源的调查、研究

与评价，在此基础之上，从以下 9 个方面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1）地质公园在西南岩溶地貌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

（2）地质公园三叠系地层研究（包括但不限研究板纳组、拉丁阶以及 T2\T3

界限等）。

（3）地质公园科学解说系统研究。

（4）地质公园开发与资源环境保护研究。

（5）地质公园经营管理问题研究。

（6）地质公园旅游产品打造和实施问题研究。

（7）地质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研究。

（8）数字地质公园建设研究。

（9）游客安全问题研究。

第二十三条 计划编制

1.前期科学研究计划（2021-2022 年）

前期科学研究工作，通过委托或合作的方式，投资 60 万元人民币，进行以

下科研项目：

（1）地质公园在西南岩溶地貌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

（2）公园主要地质遗迹资源保护及安全隐患治理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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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期科学研究计划 （2023-2025 年）

后期计划与科研院所建立长期实际性合作交流活动，科研选题如下所示：

（1）数字地质公园研究；

（2）公园经营管理机制研究；

（3）地质旅游产品开发研究；

（4）公园解说方式研究；

（5）公园三叠系地层研究；

（6）基于科普的公园科研成果转化研究；

（7）石漠化成因分析及综合治理研究；

（8）红水河流域早期水系的演化与现代河流的关系研究；

（9）区域地质构造运动与公园地貌发育关系研究；

（10）公园地质旅游与生态旅游关系研究；

（11）公园开发与资源环境保护协调发展长效机制研究；

（12）公园周边产业结构转化研究。

第二十四条 前期研究计划的实施

对前期科研项目编制详细的项目实施方案，在科研课题实施过程中注意如下

几点：

（1）采取委托方式选择权威科研单位或专家完成，加强与科研单位、高校

的交流合作。

（2）根据拟定研究课题，聘请有关专家组成专题顾问组，对公园科学研究

课题进行指导、评价。

第二十五条 研究经费

（1）申请国家科研计划或国际地质研究合作项目支持；

（2）申请国家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遗迹保护专项经费资助；

（3）将公园每年门票收入中的 2%作为科研基金；

（4）列入东兰县人民政府财政预算；

（5）争取支持公益性科普教育环境保护相关企业的资金支持；

（6）将科研成果转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一部分再投入基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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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解说系统规划

第二十六条 解说系统架构

公园解说系统架构，包括户外解说系统（主副碑，解说牌、栏、窗等，实物

标本解说和引导牌）；室内解说系统（地质公园博物馆，科普影视厅、陈列室、

体验馆等）；解说出版物（科学导游图与导览手册、系列科普读物、主要地质科

普路线解说词、科普音像制品等）；解说人员与设备。

第二十七条 地质博物馆及科普影视厅

博物馆选址：位于公园外围的泗孟体育公园内。

博物馆规模：地质博物馆布展面积不小于 800m2。

博物馆风格：与社区管理与文化中心共建，联动泗孟小学、泗孟中学，构建

融合服务社区、服务中小学的主体地质博物馆。建筑风格重在融入自然环境，吸

取岩溶地貌和地方文化元素，并反映在建筑外观风格之中。布展风格，功能区布

置与合理参观流程相吻合，采取标本、模型、图文、声光电等多形式，融入多互

动、多体验设备。展示东兰大石山的地质地貌“骨架”塑造的“山、水、林、田、

湖、草”的“东兰生态绿色故事”，并结合浓厚的红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文化、

特色养生文化，讲述“东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故事”。规划于 2022 年完成

地质公园博物馆建设布展。

地质公园博物馆内设置科普影视厅，规划面积 150m2，固定座位数 60 个，

临时座位数 20 个。

第二十八条 公园主、副碑及综合图文介绍栏

为配合地质公园开园的建设，对原设置于泗孟景区地质公园主碑广场（S318

旁）内的主碑进行迁移改造，位置位于泗孟景区泗孟街东体育公园处。主碑正面

刻“广西东兰国家地质公园”（中英文）、“国家地质公园 LOGO”、立碑单位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立碑时间“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主碑旁设置综合图文介绍栏。综合图文介绍栏与列宁岩景区现有的综合图文

介绍栏设计风格、色彩、尺寸一致。展示内容为东兰国家地质公园介绍、中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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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公园概述、自然保护地相关知识、公园特色、公园主要地质遗迹、推荐旅游线

路等。语言为中英文。

第二十九条 景点、景物解说牌

公园于 2018 年建有一批解说牌，包括地质遗迹景点（物）解说牌 36 块，科

普长廊 3 处，共计 51 块。

（1）前期修缮被损坏的解说牌 5 块，更换被撕毁的解说牌 30 块，合理布局

被遮挡的解说牌。

（2）前期于泗孟景区泗孟街东体育公园（科普广场）及泗孟田园风光观景

台、列宁岩景区东里各新增综合说明栏 1 组，每组 4～5 块解说牌。

（3）前期列宁岩景区新增解说牌 10 块，形式与现有解说牌统一。

（4）后期分别在泗孟景区、列宁岩景区新增解说牌 30 块、20 块。

（5）后期在定桃、江平田园各建设综合说明栏 1 组，每组 4～5 块解说牌。

（6）后期对科普科研旅行路线及主要开发景区旅游路线的景点（物）解说

牌进行补充完善。

第三十条 公共信息标识牌

目前公园已设置有保护警示牌 4块、主要的旅游线路和内部交通路指示牌 5块。

（1）功能说明牌

①前期于泗孟景区科普广场设置1块景区说明牌，内容包括景区名称、概况、

要点提示，所处位置、游览线路、图片等。

②后期于各级保护区交通要道、人流集中处设立保护区说明牌，共11块，分

别为坡锐天坑群一级保护区6块，列宁岩穿洞一级保护区、天宝山穿洞一级保护

区及月亮山穿洞一级保护区5块。内容包括保护区名称、范围、保护对象、保护

规定、提示，保护区在景区中的位置、范围等。

ŷ后期设置5块服务区说明牌，分别位于：泗孟景区内的科普广场和列宁岩

景区内的列宁岩游客服务中心、东里服务部、天宝山服务部、江平田园服务部。

内容包括服务区（点）名称、位置、服务项目、服务提示，服务类别、分布、线

路连接等。

（2）交通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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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部交通指示牌。前期在泗孟景区设置内部交通指示牌10块，在列宁岩景

区设置内部交通指示牌20块。

②外部交通指示牌。前期分别在汕昆高速东兰出入口、武篆出入口，汕昆高

速凤山连接线，天北高速江平连接线、江平出入口以及主干道等交通要道设置外

部交通指示牌15块。

③后期根据公园的开发的实际情况增补公园内外交通指示牌。

（3）管理说明牌

管理说明牌指对景区内有关管理和服务事宜的提示，设置位置视需要而定。

具体可分为以下内容：

①环保提示：不破坏地质景观、爱护动植物、废弃物放置等；

②安全提示：地质灾害、危险景观、道路险情等；

③求助提示：危险状况下的求助方式、途径、报警电话等；

④服务设施提示：购物、餐饮、乘车、卫生、通讯等；

⑤禁止提示：禁止攀爬、禁止采集、森林防火等。

规划前期设置管理说明牌 30 块，后期根据公园实际情况进行管理说明牌的

增补。

（4）公园界碑、界桩及保护区界碑、保护区界桩

①前期对公园原有界桩（碑）进行改造升级，新增公园边界界桩120块、界

碑30块，形式与现有公园界桩（碑）统一。根据重新确定的保护区范围，设立保

护区界桩100块、保护区界碑25块。

②后期根据地质公园旅游发展、旅游路线开发的实际情况，调整公园内公共

信息标识牌的内容、个数、布局，并做好公共信息标识牌的日常管理与定期维护

工作。

第三十一条 图书音像的出版和推广

公园现已制作导游图 1 张，印刷 1000 份；编制《风物还是东兰好之东兰地

质公园图册》，已印刷 1000 册；编制出版《东兰瞭望》、《东兰典藏》等多部

科普宣传书籍，制作了地质公园科普片一部。

图书音像出版物规划如下：

（1）科学导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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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对已有公园导游图内容及形式进行提升并印刷，放置游客中心免费发放。

（2）科普图书

前期针对广大游客编制《广西东兰国家地质公园科普读物》，出版并印制2000

册，通过公园游客中心或书店发行售卖。

后期，根据公园发展实际情况，出版针对3～8岁儿童、初高中生及普通游客

的系列科普读物，为广西东兰国家地质公园图书漂流活动和其它科普宣传活动提

供重要的物质基础。

（3）地质公园游记集

后期编制完成《广西东兰国家地质公园游记集》。征集游客和当地居民在公

园内游玩的文章和照片并集合成册，印刷3000册，在公园和书店进行售卖。

（4）儿童趣味导游手册

后期编制完成《广西东兰国家地质公园儿童趣味导游手册》，用卡通形象和

简洁的语言讲解基本地质知识，介绍公园的地质、人文景观，印刷3000册，在公

园和书店进行售卖。

（5）电子宣传品

后期完成《广西东兰国家地质公园宣传光盘》，内容采用实景、虚拟和动画

等形式展现地质遗迹景观、地质演化、人文历史等，复制 10000 张。在公园游客

中心销售；组织科普活动免费发放。通过影视厅、电视台等播放。

后期创作时长 20 分钟的 3D 动画片，主要表现公园地质演化所形成的神奇

地质地貌景观，在影视厅播放。与电视台合作拍摄《探秘广西东兰国家地质公园》

的科教片，通过电视台播放。

第三十二条 解说系统设施维护与更新

（1）前期制定公园设施维护管理规定，指定专业工作人员对以上解说系统

进行统计与编录；每月巡查一次解说系统设施，遇暴雨、大风等情况，及时对户

外设施进行检查；

（2）后期根据公园发展和旅游线路的实际实况，增补、修改公园解说内容；

（3）后期每年定期检查各景点（物）解说牌及公共信息标识牌，及时维修

更换破损的景点说明牌、公共服务标识牌等；每年描新主碑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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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科学普及行动

第三十三条 中小学生科普活动

前期规划（2021-2022 年）：

与当地中小学学校共建“地质公园科普教育基地”，开展“地学科普进课堂”

活动，让地学知识走进课堂，引导中小学生从科学角度认识自己的家乡，了解家

乡文化，接触地学知识。

活动地点：中小学课堂

时间：每个班每个学期至少两节课

内容：涵盖地理、地质公园、地球知识、自然、民俗文化等

后期规划（2023-2025 年）

1.联系教育部门组织相关专家编写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中小学地质科普教

材。小学教材以图片为主，文字配拼音标注，主要激发小学生对地球科学、大自

然奥秘的向往；中学教材以图片为主，辅以通俗易懂的文字；高中教材则以文字

为主。同时将地学科普教育列入各学校教育实习计划，每学期不少于 2 学时。

2.借助春秋游、夏令营、冬令营开展环境友好教育活动

活动地点：地质公园各地质遗迹点

时间：每个班每年至少一次

内容：参观自然风光，解说员讲解地学知识

3.将博物馆打造成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开展地学知识科普活动

活动地点：地质公园博物馆

时间：每个月举办一期，每期约 100 名学生

内容：涵盖地球演化历史、地质遗迹保护、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认识岩

石等 50 个科普课程。

第三十四条 大中专学生教学实习活动

前期（2021-2022 年）：

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或百色学院、河池学院签订合作协议，开展教学实

习路线及相关教材的编写，挂牌成立“广西东兰国家地质公园教学实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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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习活动

地点：泗孟景区、列宁岩景区

规模：每年至少 30 人次学生进行教学实习，完成相关实习报告或论文不少

于 2 篇。

后期（2023-2025 年）：

1.借助网络平台及各类媒体，在全国各地招募志愿者，建立志愿者训练营，

开展志愿者训练活动。

主要面向各大专院校招募志愿者，选拔一定人数的优秀志愿者利用假期到地

质公园开展科普实训，让志愿者深度了解东兰地质地貌、民俗文化等，并在活动

中锻造一个紧密合作的科普团队，为下一步在全国开展科普宣传打下坚实基础。

地点：广西东兰国家地质公园

规模：每期不少于 10 人

内容：①专家授课；②系统的科普学习；③实地科学考察；④提交实训报告。

2.开展地学科普进校园活动

以专业地学教授、专家及科普志愿者为依托，在全国各大高校开展广西东兰

国家地质公园科普进校园活动。通过大型宣讲会，对公园地质遗迹知识进行讲解。

后期可在百色学院、河池学院等高校开展。

地点：高校学术交流厅、大学生活动中心、教室、体育馆等

规模：参与人数不少于 100 人

内容：①地学专家或志愿者对广西东兰国家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知识进行讲

解，对公园特色进行介绍；②志愿者分享自己参与科普活动的亲身经历和感悟；

③提问互动环节：由同学们提出问题，志愿者做出解答，并以地质公园纪念品作

为鼓励回馈参与者。

3.科学研究活动

地点：泗孟景区、列宁岩景区

规模：每两年至少 10 人次进行考察研究，提交科研报告或发表论文不少于

2 篇。

4.会议交流活动

地点：地质公园博物馆、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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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每两年一次，一次约 100 人

内容：与其他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围绕公园地质遗迹研究、地质遗

迹保护、科普教育等主题，每次设一个专题进行交流。

第三十五条 社区科普活动

具体活动内容及其组织和实施规划如下：

借助“6.5 世界环境日”和“4.22 地球日”等节日，在社区开展科普活动。

科普内容主要为地学知识、地质遗迹的开发与保护，于社区活动中心以展板的形

式进行科普宣传，并发放相关的宣传册。

前期于东兰镇、武篆镇、泗孟乡及兰木乡开展，每年至少一次，后期扩大至

全县各个社区及村庄。

第三十六条 游客专项科普活动

前期（2021-2022 年）：

1.定期与国内知名国家地质公园开展交流学习，指派人员参与其科普活动方

案策划，借鉴地质公园成熟的科普教育经验，开展针对普通游客的专项科普活动；

2.通过公园博物馆、户外解说系统等公园设施及科普图书、地质公园画册、

导游图的发行，对游客进行科普教育宣传；

3.利用“世界地球日”“环境日”等纪念日，举办科普游园活动及科普宣传

周活动，通过展板、影像及专业人士讲解等方式，吸引游客参加学习地质地貌、

地质灾害等知识。每年至少组织一次；

4.开展科普摄影大赛。每年 10 月份开展科普性质的摄影大赛，融知识性、

趣味性和参与性于一体，邀请旅游团体、摄影协会和普通游客参与，制定大赛规

则和奖励办法，推荐优秀作品予以发表。

后期（2023-2025 年）：

根据公园地质遗迹的特征，结合普通游客的年龄与知识结构特点，设计特色

游览活动及考察专线。制定天坑探险、溶洞探秘、穿洞奇遇、特色农产品采摘、

红色旅游等专题旅游路线，配备专业导游，以组团形式进行专项考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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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旅游发展

第三十七条 旅游客源市场

一、客源市场调查

东兰县境内游客大部分来自河池各县市及周边地区，巴马、百色、都安和南

宁等地区是省内主要游客来源地，外省游客以附近的广东、贵州、云南为主。境

外游客主要以台湾、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游客为主。

二、客源市场定位

公园客源市场定位为：以国内客源市场为主，入境客源市场为辅。立足河池

市区、凤山、巴马、百色、南宁等周边城市现有客源，依托桂林国际旅游胜地、

北部湾国际旅游度假区市场优势和东巴凤长寿金三角的区位优势，外联长三角、

珠三角及云南、贵州其他地区，进一步辐射全国，拓展港澳台和日韩、东南亚、

欧美等入境客源市场。

（1）旅游客源市场类型

①旅游客源目标市场类型

按客源流向将客源市场分为核心客源目标市场、基本客源目标市场、机会客

源目标市场，以确定开发客源的目标层次。

②旅游客源市场类型

按旅游接待量和地区分布将客源市场划分为一级客源市场、二级客源市场、

三级客源市场和潜在客源市场

按旅游活动类型划分，公园的目标市场是：地学科普科考旅游市场、生态观

光旅游市场、休闲度假旅游市场、文化体验旅游市场、康体养生度假旅游市场。

按旅游者的出游方式划分，公园的目标市场是：团体游客市场和自驾车游客

市场。

（2）国内旅游客源市场定位

①一级客源市场

河池市及周边地区，包括河池市境内的巴马、凤山、大化、南丹以及其它县

市，周边地区包括百色、南宁、柳州等离东兰县距离较近的县市。

这部分地区离东兰县空间距离近、交通方便，游客能够通过高速、省道、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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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灵活便利进入公园，是公园主要客源地。

②二级客源市场

二级客源市场主要位于周边 500km 空间范围内，包括桂林、来宾、贵港、

崇左、玉林等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地区，周边的清远、佛山、云浮等广东省地区，

云南省东南部及贵州省南部地区。

该部分客源市场经济发达，游客普遍具有较强的消费意愿和旅游消费习惯，

是公园未来重点发展的市场。

③三级客源地

三级客源地是除一、二级市场之外与旅游地紧邻的各省区，包括广东为主的

珠三角地区、浙江为主的长三角地区以及湖南省其它县市。

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分别是中国大陆两个经济发展最快的板块，居民收

入高、消费能力强，旅游氛围浓，湖南省地区是新兴发展地区，经济增长迅速，

该部分客源市场潜力巨大。

④潜在客源市场

潜在客源市场包括上海、北京、武汉、重庆等国内其它经济比较发达，同时

居民有外出旅游习惯的城市和地区。

（3）境外客源市场定位

①一级客源市场

境外一级客源市场是港澳台地区。

②二级客源市场

境外二级客源市场包括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和以马来西亚、新加

坡、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

③三级客源市场

境外三级客源市场是西欧、北美等欧美发达国家。

④四级客源市场

境外潜在客源市场是美洲、大洋洲等全球其他地方的旅游者。

三、客源市场预测

公园游客量预测为：

前期（2021—2022 年）：预计游客规模达到 43.2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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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旅游项目及旅游产品

一、旅游项目

根据公园的资源特色及市场定位，建设各景区的旅游项目。

1. 泗孟景区

主要以地质遗迹科普科考、天坑探险、休闲度假、文化体验为主。依托天坑

群、兰木化石群及兰木组剖面、地质公园博物馆等资源，以地质科普为主题，开

展地质遗迹科普科考旅游；依托坡锐天坑、弄坤天坑等天坑群资源，开展天坑科

普探险体验活动；依托主碑广场的基础设施和景区良好的自然环境氛围，开展运

动休闲、民俗艺术体验活动；依托兰木墨米、定桃茶叶、兰木林场等农林资源，

开展农事科普教育与农业观光体验活动；依托东兰烈士陵园、东兰铜鼓博物馆，

以红色文化和铜鼓文化体验为主题，融入休闲、娱乐因素，开展特色文化体验活

动。

2. 列宁岩景区

以东平河穿洞群地质遗迹景观、水体景观和田园风光为资源依托，以地质遗

迹科普观光和休闲旅游为主题，合理利用现有列宁岩游客中心和广西东兰双语法

官教育基地的基础设施，将列宁岩景区打造为特色地质遗迹科普科考基地和综合

休闲体验地。以列宁岩洞穴（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为载体、红色文化为灵

魂，辅之韦拔群故居、东里革命陈列室、魁星楼，充分利用静态展示和动态体验

等手法，将其打造为红色文化体验地；以公园外围的东平河和美丽的江平田园风

光资源为本体，结合东里三红蜜柚种植基地、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基地的优势，以

地质＋农业休闲旅游为主题，打造地质遗迹观光、农业观光休闲地和瓜果采摘体

验区。

二、旅游纪念品

1.地质特色纪念品

①展示公园月亮山穿洞、驼吻峰穿洞、小象山穿洞等穿洞群的手动立体模型。

②嵌入地质公园喀斯特地貌独特景观的水晶座。

③“喀斯特地貌景观模型”、“古生物化石模型”、“坡锐天坑模型”。

④印有广西东兰国家地质公园标志的胸章，印制有地质丛书、地质博物馆、

地质遗迹保护工程、田园风光、特色地质遗迹景观等形象的手绢、背心、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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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信片、画册、纪念章、日历、邮票等。

2.特色旅游纪念品

古生物化石挂链、东兰铜鼓、铜鼓挂件、壮锦绣、手工纺纱织布、靖西绣球、

高山流水镇纸、布贴鸳鸯侧面、麦编花篮工艺品。

3.原生态绿色保健旅游商品

道心园火麻油、岩黄连、东兰墨米、东兰板栗、东兰乌鸡等。

4.生态旅游日用品

印有公园美景的旅行包、旅行箱、旅游帽、旅游扇、旅游伞，彰显公园美景

的国画系列等，尽量做到原汁原味。

5.民俗文化工艺品

①壮族人生活画册、壮锦纺织工艺品、各种铜鼓挂件手工艺品、各种雕刻品

（石雕、木雕、泥雕）、典型手工制品（花篮、草席、斗笠等）、山地农业画册

等能反映当地民众生活，并对地方经济发展和文化弘扬具有推动作用的各种工艺

制品。

②根据当地民俗风情和历史文化，制作出各类反映民族神话、传说节庆、农

民革命历史的画册、光盘、录像带等。

③印制有东兰县旅游形象、风光名胜、人物古迹、民俗风物的导游图册及光

盘等图书文化资料。

④依托当地浓厚民俗文化色彩，开发传统民族文化商品，如壮族民族服饰、

壮族绣球、名人字画、反映民俗文化的书籍等。

6.土特产

东兰板栗、东兰墨米、东兰墨米酒、东兰乌鸡、东兰黑山猪、罗汉果、东兰

红七柚等。

7.特色美食

东兰豆腐圆、血肠、油团、火麻汤、五色糯米饭、风味田螺、东兰香煎猪肝

肉、生炆狗肉等。

第四十条 专题考察路线

（1）地质遗迹景观科普旅游路线

依托公园的各种地质遗迹景观可充分开展地质考察、地质科普、地学探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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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活动。设置：

●泗孟景区

地质公园博物馆–主碑广场–坡锐天坑–泗孟田园观景台

地质公园博物馆͠主碑广场͠泗孟体育公园（科普公园）͠ 泗孟田园观景台

͠坡锐天坑群–兰木化石群–兰木溶洞

●列宁岩景区

广西东兰双语法官教育基地͠列宁岩游客中心͠列宁岩（广西农民运动讲习

所旧址）͠ 天宝山穿洞͠驼吻峰穿洞͠小象山穿洞͠月亮山穿洞͠江平田园风光

͠江平曲流͠喀斯特坡立谷͠韦拔群故居

（2）红色科普科考专线：

东兰烈士陵园͠壮乡英雄文化园͠魁星楼͠列宁岩（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

址）͠韦拔群故居͠东里革命陈列室

（3）综合科普科考专线：

东兰铜鼓博物馆͠东兰烈士陵园͠泗孟田园观景台͠地质博物馆͠兰木化

石群͠魁星楼͠列宁岩（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东平河穿洞群͠江平田园

风光͠喀斯特坡立谷͠韦拔群故居͠东里革命陈列室

规划后期对泗孟͠月里͠武篆镇、东里͠那烈͠拉怀 008 乡道两条线路沿线

进行地质遗迹补充调查，开发新的旅游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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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地质公园信息化建设

第四十一条 地质遗迹数据库

前期（2021-2022 年）建立地质遗迹数据库，聘请专门的地理信息系统和地

质人员负责对数据、文件、程序、代码、设备、用户等进行维护和更新。后期

（2023-2025 年），根据实际应用的需求，不断改进数据库设计。

第四十二条 地质公园监测系统

前期（2021-2022 年），在公园重要地质遗迹分布区、主要景点、主要道路、

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布置 150 个电子摄像头，建立监测中心；对工作人员进

行系统结构、功能、操作及维护的专业培训，以适应岗位需要。

后期（2023-2025 年），在列宁岩洞穴内设置定期监测点，对其湿度、温度、

二氧化碳、氧气等进行监测；在羊角山、天宝山、兰木林场 3 处建立生态环境监

测站，对公园的生态环境、物种进行监测，对动植物进行保护与救助；在公园外

围的东里三潭、东平河、天宝湖设置水环境监测点 8 处（其中，东里三潭 3 处，

东平河 3 处，天宝湖 2 处），对其流量、水体中水质、底泥和水生生物的物理学、

化学和生物学性质等进行监测；在武篆镇建立地质灾害预防监测站 1 处；在兰木

乡设立防火瞭望台 1 处；在东里村设立森林病虫害测报点 1 处。

第四十三条 地质公园网站建设

前期（2021-2022年），完成广西东兰国家地质公园网站（PC端）和微信公

众号（移动端）建设，并与其他国家地质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相关部门网站建立

联系，向广大公众传播推广公园形象。网站展示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自然景观和

人文景观、科普教育特色、科学研究成果，并提供远程票务、住宿预定等服务。

公园网站、微信公众号系统建立完成后，聘请相关技术人员管理网站，对公园网

站进行长期维护，并及时更新网站内容。

后期（2023-2025年），根据公园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网站进行升级改

造，调整公园网站的样式、内容模块，增加英文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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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基础设施及服务设施

第四十四条 道路交通

一、外部交通

前期：

增设东兰镇、河池市、百色市、柳州市、南宁市、巴马县、凤山县等地质公

园的旅游班车，加强公园周边县市与公园的交通联系。

后期：

①加强公园与百色巴马机场、柳州白莲机场、南宁吴圩机场、南宁火车站、

百色火车站、柳州汽车站的联系。

②根据公园建设发展，游人量增加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扩宽相关连接道路，

提高公路运输量。

二、内部交通

（1）旅游公路

前期：

①改造升级天宝山景区游客服务部—板表村旅游公路，硬化泥土路面，全长

约 2km。

②改造升级列宁岩游客服务中心附近旅游公路，硬化泥土路面，全长约

1.2km。

ŷ修建汕昆高速与天峨—北海高速公路的江平连接线。

④修建兰阳—武篆旅游专线（兰阳-泗孟段）公路。

后期：

改造提升武篆镇至巴马练乡、东兰至列宁岩、江平至纳伦、泗孟至凤山等道

路等级。并根据公园实际需求，对公园内其他现有的旅游公路或乡村道路进行改

造升级。

（2）游步道

①前期修缮列宁岩洞穴内通向观景台的游步道，全长约 600m。游步道两侧

设置防护围栏，防止游客踩空。新建体育公园—坡锐天坑—自驾露营基地科普徒

步探险生态步道 4.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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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后期修建天宝山登山游步道，全长约 1.5km。公园游览步道在现有步行道

或村道的基础上提升改造，要求纵坡大于 18%处设台阶，路面宽 1.5-2.0m，做防

滑细部处理，并满足排水要求。在危险路段配套防护栏，并设警示标识，确保游

人安全。

（3）停车设施

①前期，科普广场修建一处停车场，面积 1000m2。天宝山服务部入口修建

一处停车点，供部分车辆临时停放，面积 300m2。

②后期，根据公园建设和游客增长的实际情况调整停车场规模，适当扩建部

分停车场。

第四十五条 水电设施

一、供水设施

公园前期末需水量为 2358.95 千升/日̆后期末为 3115.20 千升/日。

各景区供水设施规划：

泗孟景区：泗孟景区旅游用水前期可引用泗孟乡板岜水库等水源，后期随着

景点的开发，游客的增加，可引入巴康水库、纳英水库和九曲河水源。

列宁岩景区：规划列宁岩、天宝山景点前期利用泉水经山上高位水池过滤供

水，后期纳入新建的江平水厂、武篆镇水厂等集中供水，韦拔群故居景点取水依

托东里屯村供水管网。

二、供电设施

公园前期末需电量为 22704 千瓦/日，后期末为 35070.98 千瓦/日。

公园内均纳入城乡电网，有 35kv、10kv 供电线路，可满足公园用电需要。

第四十六条 环境卫生

一、公共卫生间设置

目前，公园在列宁岩游客中心、东里片区和天宝山片区已布设公共卫生间。

前期在泗孟游客服务中心布设公共卫生间，外形设计与景观相一致。后期沿

游线因地制宜设置卫生间，人流量大处加设。在有条件的景点或景群根据游客数

量及线路的长度，设置适当密度的公共卫生间；给排水易解决的地段设置水冲式

卫生间，排污处理困难的地段设置免水冲式环保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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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垃圾总量和处置方案

公园前期末污水排放量为1887.16千升/日，后期末为2492.16千升/日。

各景区分别进行污水的处理设施设计：

①增建泗孟、武篆、东里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不低于 300m3/d；污水管道

尽量采用地埋的方式铺设，确保不破坏原有景观。

②雨水排放应充分利用地形特点，分散就近的排入自然水体，在排水不畅通

的地方，如低洼地，道路构筑物等，可采用明沟、暗管分散就近排入水体。

③在公园泗孟景区、列宁岩景区各景点、服务点、休息处和游览步道沿线每

隔 50͘100m设立分类垃圾箱，后期在泗孟景区服务区配套乡镇设置垃圾中转站，

购置 1 辆垃圾清运车，将公园的垃圾收集分类后，运送到垃圾处理厂进行焚烧或

填埋处理。

第四十七条 服务设施

一、餐饮服务、住宿设施规划

根据游客规模测算公园住宿量，前期 375 张床位、后期 1477 张床位。

①以东兰县服务设施作为公园餐饮、住宿服务设施的依托。增加县区住宿设

施规模，建筑风格与周边环境协调一致，周边配套相应的餐饮、娱乐、会议等服

务设施，提高城区住宿饭店档次。

②后期改造东里民居，形成特色民宿，鼓励增加那论、月里、拉怀等农家餐

馆。

③后期鼓励武篆镇、兰木、泗孟设置富有特色的民居客栈。

二、安全及医疗服务设施

1.安全防护设施规划

①紧急救援设施。依托武篆镇、泗孟乡的医疗机构和设施，后期在列宁岩游

客服务中心设置医疗救护中心，配备专职医务人员和医疗设备，备足常用药品，

满足处理突发事件和一般常见病的治疗需要。

②安全标识警示牌。设立明显的游览区域界线标志及必要的越界警示告示，

在悬崖、陡壁、深谷、水流湍急等危险地段设立足够的明显的安全标识警示牌或

标志，防火区、禁烟区设立明显的警示标志。

③游览安全设施。靠近湖泊、溪谷游览步道及游览设施设置于 20 年一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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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位之上，在登山道、较危险地段的游览步道修建防护栏杆，在跨溪路段及其

他危险路段应备专人维护疏导。

④防雷避雷设施。根据公园多雷雨天气的特点，在游客步道、山顶山脊、度

假村等处配备防雷避雷设施。

⑤消防设备。主干道及次干道均应满足消防车的通行要求，重要建筑物处应

有消防环路。后期在公园的天宝山、列宁岩游客服务中心等地区设置 15 套消防

点，按规定设置室外消防栓和灭火器。在供水系统中充分考虑消防备用水，不具

备消防栓设置要求的古建筑周围应设消防水池，消防水池应结合景观造景需要进

行设计。

⑥保卫处设立：后期于科普广场、天宝山片区、列宁岩游客服务中心设立保

卫处。

2.医疗服务点设施规划

①提高现有医疗急救站的救治能力。根据游客量的增长逐步充实人员及设备，

添加救护担架、活动床、小型救护车等救助运输工具。

②建立良好的救护通讯系统，公园内不留通讯盲区。

③公园业余消防队应具备应急抢险的能力，直接与游客接触的一线员工应掌

握最基本的救护常识。

④建立紧急救护及转移体系，与东兰县、武篆镇、泗孟乡、兰木乡的医院建

立紧密联系，确保急救、交通、通讯等有序进行。

⑤医疗救护中心收取基本费用，财政支出主要依靠公园门票收入及各经营实

体收入，为非营利性机构。

⑥根据公园游客量多但流动人口量大的特点，按照服务人口规模<0.5 万，业

务用房建筑面积≥120m2 的社区卫生服务站规格建设；规划其基本满足紧急救助、

基本医疗、救助运输的需要。后期于科普广场、列宁岩游客服务中心设立医疗点，

基本满足紧急救助、基本医疗、救助运输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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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土地利用

第四十八条 土地利用

公园内现状主要用地为林地和耕地，其中林地是地质公园中比例最大的用地

类型，广泛分布于公园的各处；公园内耕地主要分布于公园靠近周围居民点、近

水源、地势相对低平的山间谷地。

地质遗迹景观用地主要分布在泗孟景区、列宁岩景区。

公园设施用地是随着地质公园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用地，面积有一定幅度增

加。

居民社会用地主要分布在公园内泗孟乡、江平村、兰木乡、武篆镇和其它散

布的一些居民点。

交通与工程用地主要为公园景区内部公路及景区相应次一级的游步道，园区

内停车场（点）。

水域主要为公园内的天宝湖等。

公园土地利用调整基本情况为：控制地质遗迹景观用地、居民社会用地，缩

减林地和滞留用地，保护耕地、水体，适当增加预留公园建设的交通与工程用地

和公园设施用地，新建游步道、停车场（点）等，以利于合理、快捷的组织旅游

交通与旅游线路。

公园内的道路工程基本与其它规划相一致，考虑到公园发展增设停车场（点）、

游步道，规划利用林地和滞留用地预留公园建设的交通与工程用地和公园设施用

地，交通与工程用地面积由0.55km2增加到1.93km2，增加交通与工程用地面积

1.38km2；公园设施用地面积由0.01km2增加到0.06km2，增加公园设施用地面积

0.05km2。增加的用地由林地、滞留用地及耕地划拨。

公园规划用地平衡表见附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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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社区行动计划

第四十九条 社区行动计划

（一）社区调整

1. 居民居住调整

公园内的居民点有 92 个，主要分布在沿河流两岸以及山间谷地地势较平坦

的地方，主要道路两侧也分布有居民点，包括那伦、月里、王里、巴防、拉乐等。

地质遗迹保护区内无居民点。根据公园分期规划建设和发展状况，对公园内所辖

居民及各种建筑设施进行合理规划和调整。

公园前期调整主要以保护地质遗迹、控制人口规模、避免无序发展为主要任

务，使公园核心区内居民规模得到有效控制，各种地质遗迹得到有效保护。

公园建设后期，在相关政策法规的指导下，全面开展居民区的系统规划，鼓

励非沿交通线的居民点外迁，实现居民区的逐步调整。对公园范围内所有居民点

及附近外围的部分居民点及建筑设施进行全面整治，使公园内实现景观环境的和

谐统一。

社区调整采取的基本措施如下：

（1）严格禁止居民点迁至重要地质遗迹、地质景观重点保护区以及敏感区，

不得有常住人口落户。对有碍公园景观的建筑或其他设施，予以拆除或妥善处理，

与环境相协调。

（2）公园内的居民点住宅建筑的高度不超过 15m，形式、风格、色彩等，

应尽可能保持本地民居特色，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在公园内禁止当地居民随意搭

建新的住宅，禁止在公园内开山取石、私搭乱建等行为。

（3）公园内居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应严格做到不破坏地质遗迹，生产不得

侵占地质遗迹区域，生活垃圾和污水不得随意排放造成对天宝湖、东平河等地质

遗迹的破坏。

（4）严格控制各居民点的人口规模，按照东兰县国土空间规划划定的居民

点建设红线，避免居民点盲目无序地发展，建立规模、布局合理的居民点或居民

点系统。

（5）加快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依托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战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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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硬化农业生产道路 150km，实现农村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家庭美化、环境

优化“四化”工程，优化公园进出公路的环境；对周边不属于公园管辖的居民点

提出合理的控制要求，其建设与发展要满足地质遗迹资源保护和整体景观环境的

要求。

（6）建设地质文化村（或科普小镇）一处，以公园地质科普旅游发展促进

当地居民点的农业、农林产品，旅游加工产品以及旅游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农业

生产与旅游商品开发相结合，增加居民附加收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保障好公

园居民的切实利益。

2. 居民就业调整

（1）科学引导村民开展乡村旅游、农家乐；鼓励村民发展批发和零售业，

销售水果和土特产品等；有条件的村民可以购置微型车，例如交通运输业，运送

游客等；提倡村民开展水果蔬菜种植、家禽家畜水产养殖，进行立体种养，打造

农业观光，生产生态农产品；规模发展乡村手工作坊，开设手工科普体验课程，

生产加工土特产品和工艺品。

（2）实行“原地”和“外向”双向就业办法。对于需要转移的一般劳动力

优先安排到公园的护林、环卫、安保等岗位上；对于有文化基础的青年人经过专

业培训后，在公园内成为导游、设施维护和其他管理人员；原地解决部分外迁居

民的就业问题，鼓励居民从事个体经营如餐饮、住宿、购物等或其他服务行业。

3. 居民行为方式和旅游观念调整

（1）积极引导和提高居民的文明意识，树立居民的文明习惯。居民在日常

生活和公园旅游发展中展示良好的形象，从而增强公园的软实力和声名度。

（2）提倡安全第一的旅游行为，在旅游交通和游览中做到安全出行、安全

游览。

（3）树立居民的卫生行为。卫生既能给旅游者一种良好的形象同时也能促

使旅游的长远和和谐、健康发展。公园中的住宿、餐饮、农家乐等旅游接待设施

都需要保持良好的卫生才能保障游客的健康，使游客在公园中旅游能顺利进行下

去。

（4）加强宣传，促使居民旅游意识的转变。通过居民参与以及在日常管理

中听取居民意见等方式，让居民意识到自己也是公园旅游发展贡献者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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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居民意识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时，就会积极参

与到公园的旅游发展中。

（二）景观整治

（1）前期目标

整治和修缮公园内的地质遗迹景观，对因人类活动遭到遮挡的地质遗迹景观

如天宝山片区内的波痕构造地质遗迹，进行整治。

以原始性为原则，去掉强加于地质遗迹景观上面的人为痕迹，恢复地质遗迹

景观的本来风貌。

对于地质遗迹景观上面或者其周围兴建的与地质遗迹景观不协调、对地质遗

迹景观有破坏的人为建筑，应予以拆除，以展示地质遗迹原貌。

严格保护公园范围内的地质遗迹、自然风景资源、人文风景资源和生态环境。

公园内不得规划进行任何对地质遗迹有破坏性的开发，已有的必须关闭。

（2）后期目标

主要是对公园外围环境和内部自然景观的整治和改善，改善周边环境，特别

是对进入公园主要道路沿路环境的改善，内部自然景观整治上，做到公园整体和

谐统一。通过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着手，为前来地质公园的游客展示一个美好

的公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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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第五十条 公园管理

地质公园应有相应的管理队伍，人员组成包括管理人员、地学专业等相关人

员，必要时可聘请相关专业人员作为顾问。明确工作任务和职责，负责国家地质

公园规划、建设、科学研究、科学普及、宣传推广及日常工作等。

建议下设置职能部门，包括：

（1）办公室：负责公园日常文件起草、资料管理、行政事务、经费预算、

信息化建设等，完成领导安排的其它相关任务。

（2）地质遗迹保护：负责地质遗迹、景点景物、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宣

传和实施符合地质公园旅游发展的规划与政策，进行地学旅游相关的基础设施建

设、维护，地学旅游市场的开发和管理工作。

（3）博物馆管理：负责博物馆内展品的管理、收集、保存、和维护工作，

做好各类游客旅游参观的接待工作。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科普宣传和教育工作。制

定地质公园博物馆长期发展规划和实施工作。

第五十一条 各类专业人员的配备

到 2025 年，公园管理队伍配置专业技术人员 15 人。其中林业 1 人、地学 3

人、市场营销 3 人、建设规划 1 人、财务会计 1 人、旅游管理 1 人、环境保护 1

人、博物馆学 2 人、设施设备维护人员 1 人、信息网络 1 人、艺术设计 1 人。

第五十二条 导游员及其培训

1.导游员

公园现有导游 3 人，均持证上岗，无地学专业导游人才。

导游员经过公园认定的相关考试，持证上岗。鼓励当地居民参与公园导游服

务工作。

前期招聘或培训导游 10-15 人，其中 1 名地学专业导游员，1-2 名双语导游

员；后期招聘或培训导游 15-25 人，其中 3 名地学专业导游员，2-3 名双语导游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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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游培训

通过全面培训提高服务水平，对导游要增加科普知识专门培训。

培训时间：每年一次，不少于 20 个学时

培训对象：公园内部导游、公园当地居民、志愿者

培训内容：可分为专业培训和业余培训两类。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学习旅

游法规、国家地质公园有关法规和导游规范，提高服务质量；地学科普知识；地

质遗迹的开发与保护；加强实用外语的学习，提高听、说、译的能力；分析研究

国内、外游客的旅游需要，提高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规范导游的解说

并注重深化和创新，解说词不应只包括吸引物的外在特征，还应重点阐释其在历

史、文化、科考、科普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以增加解说词的趣味性和科学性。

培训措施：请地质公园专业技术人员、自治区内地质旅游学校、自治区内有

关高校教师、自治区内其它优秀地质公园管理人员、高资质导游任教培训；短期到

外地考察学习。

第五十三条 管理层培训

通过结构调整和人才培训全面提高管理水平。管理人员要每年定期参加不少

于一周的地学知识培训。

培训时间：每年一次

培训对象：地质公园的管理干部，公园范围内景区（含景点）、宾馆和饭店

的负责人等。

培训内容：国家地质公园的有关政策法规教育；地质遗迹知识及资源保护；

国家地质公园行业管理与企业管理知识及整个旅游业发展动态；旅游资源与旅游

市场营销战略；地质公园可持续发展与地质遗迹景观资源保护关系；招商引资政

策和措施。

培训措施：请大专院校（包括地质院校）、地质公园行业管理部门的专家，

自治区内世界地质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的管理人员来进行短期培训或专题讲座；

分期、分批组织有关人员去大专院校、旅游区、旅游企业、自治区内优秀地质公

园参观、考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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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条 近期建设项目计划

前期建设项目计划主要包括以下 5 项：

1.地质遗迹保护；

2.基础设施建设；

3.标识解说系统建设；

4.信息系统建设；

5.导游与科普系统建设。

前期建设项目及其规模、投资见附表 6。

第五十五条 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方案

一、投资估算

公园建设项目投资总额为 30552.1 万元，其中前期建设项目投资 12407.3 万

元（见附表 6），后期建设项目投资 18144.8 万元。

二、资金筹措方案

公园的基本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地方财政拨款和发展旅游自筹资金。

配合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发展战略制定有效有吸引力的鼓励政策，引导和指导外

商、国有企事业、私营企业和个人对地质公园旅游项目的开发和投资，形成多渠

道、多性质、多方位的融资体系和引资环境。

（1）积极申请自治区、国家等地质遗迹保护、自然保护地类的专项资金。

（2）地质公园的建设，立足“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向社会各界敞开

合作、合资等方式经营旅游产业的大门，可以吸收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满足民

间投资需求，从而推动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

（3）探索共建共享机制，将公园部分特许经营权方式转移给当地居民或企

业，鼓励服务公园高质量生态产品的项目优先。

（4）具有公益性质的科研设施建设主要通过省、市、区各级有关主管单位

采用立项的方式筹集资金。

（5）地质公园内保护设施前期来源同上述 1 条。后期逐步减少行政投入而

增大自筹资金的比例，实现地质公园的滚动发展。

（6）后期资金投资用于开发地质公园，通过旅游收入达到资金的完全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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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公园的保护与开发达到最佳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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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公园边界重要拐点坐标信息

X Y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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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6427347 2702708 122 36429535 2696851

33 36427196 2702063 123 36429480 2696261

34 36426662 2702039 124 36429887 2695825

35 36426469 2701197 125 36429694 2695523

36 36425836 2701270 126 36429769 2694451

37 36426193 2701623 127 36429905 2695058

38 36426179 2701877 128 36430362 2694589

39 36424631 2702018 129 36430593 2694896

40 36423964 2702057 130 36430921 2695380

41 36423217 2701516 131 36431215 2695683

42 36422380 2700248 132 36431389 2695937

43 36422653 2698095 133 36431608 2696350

44 36423104 2697293 134 36431970 2696132

45 36423714 2697295 135 36432128 2696902

46 36423881 2696722 136 36431941 2697604

47 36422371 2695687 137 36431818 2698211

48 36423621 2695482 138 36431548 2698968

49 36423803 2694997 139 36431442 2699408

50 36425063 2695104 140 36431843 2699753

51 36424254 2694513 141 36434149 2701168

52 36424726 2693756 142 36433756 2701650

53 36423340 2692914 143 36433230 2702533

54 36424775 2692421 144 36432728 2703309

55 36426161 2692121 145 36432535 2703749

56 36425675 2690743 146 36433369 2704385

57 36427049 2690459 147 36433416 2705002

58 36426177 2689134 148 36433207 2706121

59 36427384 2688513 149 36433115 2706958

60 36426554 2688063 150 36432670 2708990

61 36426762 2687804 151 36431909 2710061

62 36427078 2687463 152 36431223 2711155

63 36427316 2684788 153 36430203 2711673

64 36427692 2684748 154 36430026 27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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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36428847 2684655 155 36429592 2710845

66 36430206 2685437 156 36429041 2709814

67 36429846 2685594 157 36428163 2709704

68 36429567 2686473 158 36427365 2710699

69 36429919 2686854 159 36426841 2710519

70 36429942 2687175 160 36426941 2709772

71 36430428 2687362 161 36426912 2708480

72 36430577 2687837 162 36428382 2708960

73 36430310 2688479 163 36429198 2709851

74 36430082 2689438 164 36429449 2710196

75 36429919 2689967 165 36429572 2710213

76 36429774 2690594 166 36429419 2709769

77 36429025 2690458 167 36429084 2709077

78 36428976 2690574 168 36428252 2708520

79 36429426 2691033 169 36428465 2707528

80 36429310 2691289 170 36428661 2707075

81 36429397 2691778 171 36428333 2706629

82 36428603 2692015 172 36428122 2707662

83 36428211 2692164 173 36427254 2707262

84 36427538 2691765 174 36427901 2707901

85 36428061 2691857 175 36427812 2708109

86 36426495 2691535 176 36428087 2708294

87 36427098 2692250 177 36427751 2708466

88 36427072 2692777 178 36427173 2707777

89 36426657 2693589 179 36426435 2708369

90 36426198 2693454 180 36425315 2708649

̔ 2000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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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广西东兰国家地质公园主要地质遗迹类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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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广西东兰国家地质公园内的地质遗迹名录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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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so.com/doc/5722082-59348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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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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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nites ԍ Ҁ ̆֞ ҈ 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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Ȃ ױ ҕ Ҁ Ҭ Ȃ

Ḡ ’ ̆ Ҭ ֟ ᵬץ

ѿ ̆ ╠ Ҭ֟ԍ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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ԍ Ҁ ҉ ̆ῒҬ Protrachyceras ladinumMojs.

֟ ҉ Ҁ Archlaus ̆

ԍ Ҁ ̆

̆҉ ң ֟ ף Ҁ

Protrachyceras-Joannites ̆ Spiti ̆

ң ҍ Protrachyceras archlaus Laube ῍ ԍף

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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ᵝ
ᴇ Ḡ

ҍ ΐ ӈȂҕ ҉

Ҭ ΐ̆ 3ҩ 3ҩ҉ץ 14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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ӊѿȂῈ ῤ Ҍ 1000mֽ̆ ֹ֜ ȁ

ȁ Ȃ ᵣ

̆ ῌ ̆ ̆ ῌ ȁ ȁ

қ “ ”̆ қ ̆ ῃ

Ȃ

҈

23 ̂ ̃

‛

қ 107.29847°
24.29394°

Қῤ ₮ ῃ̆

₮ ̆ ȁ῾ҙ Ȃ
ԋ

24 ̂ ̃
қ 107.30473°

24.287393°

ҹ 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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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公园地质遗迹保护区划分及其拐点坐标

表 4-1 公园一级保护区主要拐点坐标一览表

̔ 2000 Ȃ

表 4-2 公园二级保护区主要拐点坐标一览表

Ḡ
X Y X Y

̂km2̃

ῌ

ѿ

Ḡ

ѿ

1 36424393 2708530 5 36424570 2708617

0.17
2 36424247 2708281 6 36424591 2708812

3 36424202 2708101 7 36424484 2708921

4 36424470 2708099

ѿ

Ḡ
ѿ

1 36426848 2708987 6 36427717 2709784

1.99

2 36426973 2708551 7 36427795 2710133

3 36427570 2708750 8 36427432 2710535

4 36428523 2709125 9 36426935 2710513

5 36428111 2709621 10 36426975 2709768

↓

ѿ Ḡ
ѿ

1 36428339 2691996 10 36430082 2689438

3.55

2 36428404 2691297 11 36429905 2689955

3 36428083 2691157 12 36429740 2690566

4 36428204 2690414 13 36429052 2690426

5 36428833 2689946 14 36428505 2690623

6 36429279 2689398 15 36429202 2690826

7 36429321 2688936 16 36429275 2691280

8 36430348 2688534 17 36429318 2691787

9 36430458 2689131

ѿ Ḡ
ѿ

1 36430142 2688501 6 36429883 2687319

1.76

2 36429267 2688751 7 36430320 2687234

3 36428918 2688380 8 36430428 2687362

4 36428992 2687766 9 36430577 2687837

5 36429493 2687480 10 36430675 2688442

Ḡ
X Y X Y

̂km2̃

ԋ

Ḡ
ԋ 1 36429103 2686266 9 36426177 2689134

4.64
2 36428327 2687160 10 36427384 2688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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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Ȃ

表 4-3 公园三级保护区主要拐点坐标一览表

̔ 2000 Ȃ

3 36428125 2687619 11 36426554 2688063

4 36427550 2687801 12 36426762 2687804

5 36427271 2688247 13 36427078 2687463

6 36427735 2688840 14 36427627 2685873

7 36427254 2689634 15 36428161 2685543

8 36427049 2690459

Ḡ
X Y X Y

̂km2̃

҈

Ḡ
҈

1 36424641 2709089 7 36424585 2707927

4.64

2 36424438 2708981 8 36424773 2707670

3 36424181 2708628 9 36424995 2708019

4 36424089 2708387 10 36424836 2708297

5 36424170 2708273 11 36425213 2708714

6 36424179 2707827 12 36425053 2708987

ῌ

҈

Ḡ

҈

1 36428430 2708088 6 36432431 2708457

0.79

2 36429720 2707658 7 36432022 2709682

3 36430527 2708011 8 36430451 2709651

4 36431870 2707013 9 36429341 2709568

5 36432288 2707608 10 36429056 270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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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公园规划用地平衡表

ף

̂km2̃
ᶛ

̂˿̃

ֲ (m2/
人)

⅞ ⅞ ⅞

0 Ὲ ⅞ 155.8 155.8 100 100 - -

1 20.12 20.12 12.91 12.91 - -

2 Ә Ὲ 0.01 0.06 0.01 0.04 0.53 3.16

3 Ҙ ᴪ 1.05 1.05 0.67 0.67 58.33 58.33

4 Ҁ ֜ ҍ 0.55 1.93 0.35 1.24 28.95 101.58

5 140.69 139.43 90.30 89.49 - -

6 0 0 0.00 0.00 - -

7 13.1 13.0 8.41 8.34 - -

8 0 0 0.00 0.00 - -

9 0.31 0.31 0.20 0.20 - -

10 0.09 0.02 0.06 0.01 - -

2020 ֲ 1.9ֲ҆̆ῒҬ ֲ 0.07ֲ҆̆ 0.02ֲ҆̆

1.8ֲ҆Ȃ

2025 ֲ 1.95ֲ҆̆ῒҬ ֲ 0.14ֲ҆̆ 0.025ֲ҆̆

1.75ֲ҆Ȃ 02 ̆Ὲ ֽ Ὲ 0.06km2̆Ὲ

0.79km2ֲ̆ 44.74m2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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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前期建设项目与投资估算

ῤ ᵝ ‰

̂҆ᾝ̃ ̂҆ᾝ̃ ̂҆ᾝ̃

Ḡ

Ὲ סּ 1 20 20 20

ҍ 1 40 40 40

Ḡ ̂қ ȁ

қ ҈ ȁ ᴶ ̃
1 460 460 460

Ḡ 1 15 15 15

Ғ 2 30 60 60

ȁ

Ὲ 120 ҩ 0.3 36

93.5
Ὲ 30 ҩ 0.5 15

Ḡ 100 ҩ 0.3 30

Ḡ 25 ҩ 0.5 12.5

ҍḱ

̂ ̃ 10 0.5 5

108.8

ḱ ȁ
35 0.3 10.5

1 0.3 0.3

֜
15 3 45

ῤ ֜
30 0.8 24

30 0.3 9

3 5 15

Һ Һ 1 10 10 10

Ὲ

Һᵣ 800 m2 0.5 400

700ῤ 1 50 50

└ᵬ 1 25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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ӥ Ἕ

₮

1 10 10
40

Ὲ 1 30 30

Ὲ

6 km 50 300

7630

Ὲ 3.2 km 100 320

Ὲ Ғ ̂

̃
1 6000 6000

ⱵҬ 1 300 300

Ả ̂ ̃ 1300 m2 0.2 260

1 200 200

̂ ȁ ̃ 1 50 50

ⱬ Ḥ 1 200 200

1 50 50

550
֟ 1 200 200

ꜚ 1 100 100

1 200 200

ҍ

ȁֲ

ᴝ

Ὲ Ḥ 1 50 50

530
Ὲ 1 50 50

Ὲ 1 400 400

ֲ 2 15 30

Ӡ ῐ ῾ҙ ֟

ȁ
60 Km 30 1800

2150
̂ ̃ 1 350 350

124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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