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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
员周青） 9 月 10 日，秀峰区举办
庆祝第 40 个教师节表彰大会，对
一批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用“身边的典型”激励广大教师和
教育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智慧和
力量。
　　一直以来，秀峰区坚持把教育
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以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持续擦亮
秀峰教育这张金名片。辖区连续三
年荣获自治区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
估“优秀”等次。在今年上半年自
治区教育厅公布的 2023 年广西基
础教育自治区级教学成果等次评定

结果中，该区喜获 3 个自治区
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秀峰区打
造了一批名校。位于市中心的榕
湖小学、中华小学、乐群小学在
群众中的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可
度都很高。
　　接下来，秀峰区将加快推进
桃江校区二期及龙泉小学项目建
设，积极推进奎光学校、宝贤学
校等项目建设。发挥优质教育资
源的品牌效应和教育联盟示范带
动作用，促进辖区基础教育向高
位优质均衡发展。争取培育出更
多的新名校、新名师，更好回应
群众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的热切期盼。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王
文华）“大叔，这 10 万元我们不
能直接办理，你等等，我们请示一
下。”银行工作人员一边找理由稳
住老人，一边赶紧给反诈民警打电
话。所幸民警及时赶到，老人账户
里的 10 万元养老金得以保住。
　　 9 月 6 日下午 5 时多，平乐
县二塘派出所民警接到某银行工作
人员报警称：有一位老人疑似要将
10 万元钱汇到外省的陌生账户。
情况紧急，民警立即赶到银行，及
时阻止老人汇款。
　　经询问得知，老人姓林，患有
高血压等疾病，最近在手机上加了
某企业微信账号，里面宣传一些保
健品效果显著，林老伯信以为真准
备购买。诈骗分子一直和林老伯保
持视频联系，降低其警惕性。
　　轻信骗子的林老伯拿出一张

10 万元的定期存折到银行准备
取款汇给对方，被细心的银行工
作人员发现异常，于是马上联系
了民警。
　　在现场，民警通过林老伯的
手机拨打诈骗分子的视频电话，
接通后，电话那端的诈骗分子第
一时间便是催促林老伯汇款。民
警对诈骗分子进行呵斥。见民警
出现在视频中，骗子连忙挂断了
视频电话。老人这才醒悟过来，
最终放弃了转账的念头。
　　“老人家，这些都是骗人
的，看病得去正规医院，切莫相
信陌生人……”民警耐心讲解反
诈知识和典型案例后，林老伯对
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连连感谢：
“太感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劝
住我，我的养老金就打水漂了！
我以后不会再相信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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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看 

秀峰区举办庆祝

第 40 个教师节表彰大会

10 万养老金险被骗

警银合力阻止老人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曾
卫玲 蒋斌刚） 9 月 5 日深夜，
台风“摩羯”来袭，全州县公安局
情指中心接警台的宁静被一阵急促
的电话铃声打破：两名钓鱼爱好者
在白宝乡的溶洞内失踪，长达 7小
时音讯全无。
　　情指中心立即启动紧急救援预
案，要求白宝派出所警力火速赶往
事发地， 1 1 0 警务大队前往
增援。
　　率先赶到的白宝派出所民警蒋
斌刚了解到，当天下午报警人蒋某
与朋友蒋某均、周某相约到白宝乡
白面村附近溶洞钓鱼，因为溶洞地
形复杂，且没有手机信号，商定由
蒋某在洞口等待，蒋某均、周某进
入溶洞钓鱼……眼看到了晚上 9
时，二人没有从溶洞中出来，蒋某
惊慌起来，打电话报了警，并通知
亲友前来帮忙寻找。结果，进洞搜
寻的两人不仅没有找到钓鱼人，自
己也被困在了洞中。
　　民警了解到溶洞实际位置在全
州镇大贵村委山前村附近，与白宝
乡下白面村相邻。局领导马上调整
救援方案，指令城南派出所民警前
来增援。
　　当地受台风影响近两天下了
雨，洞外山涧水急，洞内间歇泉的
水量时大时小不可预测。面对复杂
的救援情况，局领导组织救援警力
分工合作展开救援，发现后面进洞
的 2 人所处位置在洞口附近，因

为溶洞前端几乎是垂直向下，被
困人体力不支且没有攀缘工具无
法爬出溶洞。民警下放吊绳顺利
救出两人。经问询得知，他们进
入溶洞后打着手电向里摸索了
100 多米，呼喊没有回应，也不
见一丝光亮，没能找到钓鱼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山谷
中风起雷鸣，眼看大雨将至，洞
内含氧量及地形不明，贸然进入
只会徒增危险。民警决定向专业
救援力量求援。 9 月 6 日凌晨 2
时许，全州县应急部门和红十字
救援队等专业人员赶到现场。曾
进入此溶洞进行过探险的救援人
员凭记忆画出地形图，大家分好
工做好防护措施后进入溶洞，沿
着地下河一路呼喊寻找，终于在
溶洞深处找到了正茫然失措的蒋
某均和周某。
　　原来，两人进洞后发现鱼类
颇多，兴致勃勃地越走越远，待
感觉饥肠辘辘、疲惫无力时已到
了凌晨，正当两人全身发冷、不
知所措之时，盼来了一丝丝亮光
和呼唤声，原来是救援人员找他
们来了。在大家的帮助下， 2
人艰难抵达洞口，并在牵引绳和
众人的接力下成功脱险。此时已
是凌晨 5时。
　　民警提示：未开发的地下溶
洞地形复杂、情况不明。尤其当雨
季来临时，地下水位快速变化极
易发生危险，不要盲目冒险深入。

台风天，

一场洞穴里的紧急救援

  ▲“亲爱的老师，很高兴能与您相识，您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的校
园生活多姿多彩……教师节快乐！”近日，桂林市桥头小学开展了“我
给老师写封表扬信”活动，孩子们用稚气的语言向老师表达自己的感谢
和真挚祝福。       记者韦莎妮娜/文 通讯员熊体康/摄

□本报记者 韦莎妮娜

　　四亿八千年前的奥陶纪早期，在幽深
的海底，一朵朵海百合随波浪翩翩起舞。
它们时而“盛开”，时而收拢低垂。在经
历了五次生物大灭绝后，它们有的生存了
下来，有的死后尘封在了海底沉积岩中，
成为珍贵的化石。
　　在我市象山区天目地学博物空间，一
个 53 米长、 4 米高的海百合化石群静静
地向参观者展示着那个我们知之甚少的海
底世界。“让生命了解生命，希望大家都
能来看看，真的很震撼！”市民“知
南”说。
　　落户在以喀斯特地貌闻名的桂林，天
目地学博物空间吸引着天南地北的人前来
探寻桂林山水的“前世今生”。到目前，
象山区已经推出了 5 条地学旅游路线，
并承办了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地学旅
游分展、第六届全国地质古生物科普研讨
会暨地学旅游（桂林·象山）论坛等等，
打响了地学旅游的知名度和品牌。经过两
年的培育，“地学旅游”逐渐成了象山区
文旅融合的新名片。

“换一种方式看山水”受热捧

　　蓝色文石散发着温柔的光芒，一抹夺
目的孔雀蓝来自蓝铜矿，各色水晶闪耀美
到令人失语……在相人山路一号的象山区
天目地学博物空间内，观众们无不被大自
然的壮美与神奇所折服。
　　“我们脚下不为人知的黑暗深处，时
刻孕育着这样千变万化又绚丽蓬勃的力
量。我感知到了大自然的伟大，也感恩自
己是这个宇宙的一分子。”在参观结束
后，市民“小灰”感慨地留言。
　　曹宇是天目地学博物空间的总经理。
他介绍说，博物空间的总占地面积达一万
平方米，分为宇宙、生命演化、矿物典藏
等七个厅；藏品有 3 万余件，从 2017 年
建成以来一直是公益开放。
　　曹宇说，之所以选择落户桂林，是因
为桂林有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同时也是全
国最大的矿物晶体集散地。“我们想从地
学这个不同的角度出发，给桂林的文旅增
添一个新板块。”
　　 2021 年，天目地学博物空间获评广
西壮族自治区教育研学基地。目前已有 8
万名中小学生来此开展研学活动。
　　天目地学博物空间的引进，是象山区
近年来探索文旅融合、积极融入桂林打造
世界级旅游城市大局的一次尝试。在天目
地学博物空间的基础上，象山区陆续推出
了“上月山谷地溯源之旅”“南溪水事拓
展运动之旅”等 5 条地学旅游路线，通
过研学旅游推动地学科学知识科普，用科
学理论诠释桂林山水环境的成因和变迁。
地学旅游也成为越来越多人“换种方式看
山水”的新选择。

擦亮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名片

　　在象山区红光村，浓密的山林中，岩
石如刀劈斧凿，层层分明。村民们每天走
过，也没觉得这片山岩有什么奇特之处。
但“内行看门道”，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区
域地质调查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陆刚看来，
这些岩石恰恰反映了 3 . 72 亿年前全球第
二次生命大灭绝事件。
　　“在此次大灭绝事件后，全球海平面
剧烈下降，桂林地区露出海面。之后桂林
地区再一次淹没于水下，分界面之上约
43 米厚度的沉积除隐藻类外，未见其他
化石。之后才零星出现腕足类化石，显示
生命的复苏。”陆刚说，象山区红光村泥
盆纪 F/F 界线剖面见证了历史上的生物
学大事件，是地质科普和教学的绝佳场
所。“地学科普与桂林风光结合打造‘深
度游’‘研学游’，在我看来是一种趋
势。”陆刚表示。
　　何为地学旅游？顾名思义，是以地
质、地理、海洋、气象等方面内容作为吸
引点，包装经营发展旅游业，以观光游
览、科考研学、探险求奇、康乐养生、休
闲度假等为目的的旅游活动。有人用“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来概括地学旅游，因
为它融合了观赏自然、科学探索、文化体
验和生态保护等方面。
　　别看地学旅游近两年才在社交媒体上
走红，事实上，这种文旅融合的模式在
300 多年前已有雏形。
　　明代旅行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徐霞
客堪称地学旅游鼻祖。 1637 年 5 月 9
日，徐霞客由象鼻山水月洞乘舟过漓江游
穿山，他欣然称漓江为“此行之最胜
者”，并形容象鼻山是“插江之涯，下跨
于水，上属于山，中垂外掀，有卷鼻之
势”。
　　能被大名鼎鼎的徐霞客点名并写进著
作里，足见象山区地学旅游资源的丰富与
独特。象鼻山不仅是桂林市的城徽，更是
世界上著名的喀斯特地质遗迹之一。此外
象山区还有南溪山、雉山、净瓶山、相人
山、红光—塘家湾峰丛、上月山峰丛、下

月山谷地、甑皮岩及平山岩古人类遗
址、上月山古道、国家森林公园、园林
植物园等自然人文资源。
　　手握一手好牌，培育扶持地学旅游
便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2022 年 9
月，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首次推出
地学旅游分展区，活动现场就放在了象
山区。
　　 2023 年 5 月，第六届全国地质古
生物科普研讨会暨地学旅游（桂林·象
山）论坛在象山区召开，中国科学院院
士刘嘉麒、舒德干出席会议并为象山地
学旅游站台发声。同年象山地学旅游参
加了广西旅游大集市、中国—东盟博览
会桂林旅游展、桂林市特色文旅产业发
展论坛等活动，不断擦亮这张文旅融合
发展的新名片。

地学旅游大有可为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美丽的桂
林山水，也赋予了这里世界级的地学旅
游资源。以象鼻山为代表的“三山两洞
一条江”“漓江双月”，是全球最著名
的喀斯特地质遗迹之一。泥盆纪和石炭
纪化石分布在桂林的各个角落。
　　“可以说，在桂林，映入眼中的每
一处景色都是地球科学的活教材。”在
一份象山区人大调研地学旅游工作情况
的报告中，代表们感性地写道。
　　但我市地学旅游还处于起步阶段。
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新产业还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如何利用好丰富的地学资源，象山

区又迈出了探索的步伐。未来，象山区
将充分利用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规划提
出的“发展特色旅游”政策优势，优化
和完善投资环境，建立多元化融资与投
资的机制，为地学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
提供资金保障。依托目前象山天目地学
博物空间产业发展的基础，在符合城市
发展和土地利用规划的条件下，在相人
山、甑皮岩和万福路一线地质带选址新
建或立足桂林市储运公司园区升级改造
地块租建集地学博物展示、研学旅游、
生态保护、标本交易拍卖等为一体的桂
林市象山区地学旅游公园。深入挖掘人
文旅游资源蕴含的地学旅游潜力与价
值，整合象山现有地学、旅游、环保等
部门人才资源，加大专业培训，尽快形
成一支具有地质学、旅游学等专业背
景，满足地学旅游开发运营的队伍。积
极构建线上线下的多媒体宣传营销矩
阵。瞄准高校在校生为主要地学旅游消
费市场，将地学旅游信息在年轻人群体
中进行扩散传播，吸引关注度。线下依
托“象山水月”文化品牌和根雕奇石等
地学标本产业在象山区的深厚积淀，努
力打造区域根雕奇石节、“象山有礼”
旅游文创展销等特色节庆活动，不断营
造辖区地学旅游产业发展的浓厚氛围。
　　地学旅游不仅仅是文旅融合的新业
态，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是渺
小的人类对宇宙长河和绚丽自然的致
敬。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人慕名
来到象山区这方神奇的城南热土，寻找
时间与自然埋下的“彩蛋”。

  ▲在天目地学博物空间，学
生们正在观察珊瑚化石。
  （象山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供图）

  这个产自桂林的磷氯铅矿
展品颜色十分美丽。
  （天目地学博物空间供图）

  ▲迷人的紫水晶。
      （天目地学博物空间供图）

  天目地学博物空间展出的螺化石标
本。    （天目地学博物空间供图）

▲专家们在象山区开展地质古生物野外考察。  （象山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