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8月13日 星期二 中国—东盟南亚特刊
责编：孙 懿 邮箱：rmrbhwbsy@163.com

16场新闻发布

会，16个州市的主政

官员相继登场，以公开、透明

的姿态，发出“美丽中国”时代强

音下属于云南的美丽宣言。

拥有雪山与林海的壮阔辽远，拥有少

数民族的万种风情，拥有安定和谐的千里边

疆，云南无疑是美丽中国乐章中最动听的旋律

之一。在本次系列新闻发布会各州市专场上，详

尽的介绍、热烈的互动答疑，以及一项项生态文明

建设成效和喜人的数字，更使美丽云南绽放出夺目

的光彩。

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云南，是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精神的生动体现。“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

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

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在如今的“美

丽中国”、“中国梦”等新兴名词的映衬下，有着独特的地理位

置、丰厚的自然资源、良好的气候条件的云南，坚持“生态立

省”，争做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走可持续发展道

路，已逐渐成为美丽中国的一个缩影和典范。

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云南，是加快实施面向西南

开放重要桥头堡战略的题中应有之意。地处西南边陲的

云南，是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最前沿，同时也是我国

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是美

丽中国面向西南的窗口。云南肩负着加快高原湖泊

水环境综合治理、推进大江大河上游森林生态建

设、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的重要使命。只有搞好云南的生态文

明，才能为桥头堡

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生

态屏障，才能在此基础上调整

产业结构，为桥头堡建设提供有力

的产业支撑。

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云南，是富

民强滇、打造宜居环境的必然要求。致力于

“生态立省”的云南深知绿色的弥足珍贵，也深

知生态文明建设与利民惠民密不可分。在本次系

列新闻发布会中，“生态宜居”、“幸福指数”等热词

一次次被提及，百姓最为关注的 PM2.5、环境治理、

高污染项目等问题被当面抛给执政者，得到的回答是

透明的。为了让百姓切实享有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云南

正用绿水青山诠释着富民强滇梦想的重要意义。

正如昆明市长李文荣所说：“生态文明建设只有起

点、没有终点。”生态治滇投入正在逐渐加大，生态产业蓝

图还需全盘勾绘，石漠化等严峻生态问题亟待解决，生态治

理账目有待进一步透明……建设美丽云南虽已成果颇丰，但

仍任重道远。

美丽云南，天蓝水碧；美丽云南，草木长青。16场发布会对

于美丽云南来说，是总结、是梳理，亦是一个崭新的起点。放眼

前方，我们期待云南能够绽放出美丽中国的最美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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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绽放“美丽中国”最美风景
义 彦

环保 绿色 宜居

生态建设托起
周秋田

由云南省委、省政府主办的主题为“美丽云南，

绿色家园”生态文明建设系列新闻发布会日前在昆明

圆满落下帷幕。半个多月来，云南16个州市陆续向

媒体和公众晒出“成绩单”，展示了各自在生态文明

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成就。这次系列新闻发布会让

世人关注“美丽中国”的目光聚焦在了云南，也将一

个美丽的云南、一个绿色的云南、一个宜居的云南切

实呈现在世人眼前。

●昆明 “滇池清、昆明兴。”滇池如
何治理？有什么成效？昆明市市长李文荣
在昆明专场发布会上介绍说，近年来，昆
明推进滇池治理“六大工程”建设，实施
滇池治理 !年行动计划，集中攻坚“彻底
截污、水体置换、生态建设”! 大任务。
截至目前，主城及环湖截污系统污水日处
理能力达 "#"万吨；湖滨“四退三还”退
塘退田 $%& 万亩，退房 "$$%! 万平方米，
退人 '%$ 万人，建成生态湿地 &%$ 万亩，
整治滇池流域“五采区”(()# 亩，治理
流域水土流失 "()%&平方公里。网格化管
理 !(条主要出（入）湖河道及 #$条支流
沟渠，"& 条入湖河道水质达标。最近，
云南省公布了 '*"' 年度云南省九大高原
湖泊考核结果，滇池治理不负重望取得了
第一名的好成绩。
●大理 洱海也是云南环境保护成效

展示上的一颗明珠。“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
洱海，”大理白族自治州副州长许映苏表
示，“大理的美美在洱海，洱海的美美在清

澈。”在洱海的保护治理方面，大理强化行
政问责，从洱海湖面保护扩展到流域保护，
层层签订洱海保护治理目标责任书，实行
风险抵押金制和行政问责制。对大理的干
部群众而言，洱海保护已经变成一种使命。
近年来，洱海保护取得了骄人成绩，水质已
连续 "* 年得到持续改善并总体保持在!

类，'*"'年有 )个月达到"类标准，今年上
半年有 $个月达到"类标准。洱海可以常
年下水游泳、捉鱼摸虾，成为全国湖泊治理
的典范、城市近郊保护得最好的湖泊之一。
●红河 哈尼梯田于今年 (月 ''日被

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 $&

处世界遗产，云南省第 &处世界遗产。在
新闻发布会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宣
传部部长伍皓高兴地向媒体介绍哈尼梯田
申遗成功，并且表示这是一个新的起点。
他介绍说，进一步健全哈尼梯田保护的法
规体系，完善工程整体规划，确立保护重
点，已成为梯田申遗成功后的重要项目。
森林、村寨、梯田、水系是哈尼梯田四位

一体的独特生态系统，同时也是脆弱的，
在四个因素中任何一个遭到破坏整个生态
系统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保护重点不仅仅
是在于梯田。
●玉溪 作为玉溪市的“母亲湖”，抚

仙湖保护成为玉溪专场发布会上各路记者
关注的焦点。玉溪市市长饶南湖表示，抚
仙湖北岸生态湿地建设项目即将启动，实
施退田、退塘、退房、退人，还湖、还
水、还湿地“四退三还”制度，让“高原
明珠”抚仙湖更加亮丽夺目。同时也把抚
仙湖北岸打造成世界一流的生态、宜居、
美观、环保的旅游、休闲、度假、养生区
域。广泛动员，全民参与，把每年的 #月
'( 日确定为抚仙湖保护活动日，广泛开
展植树造林、抚仙湖环湖文明走廊工程和
城乡清洁工程等活动，努力增强群众环保
意识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形成全民参与
湖泊保护的良好氛围。近年来，抚仙湖治
理效果显著，目前抚仙湖生态环境已经逐
步恢复并保持着国家 +类水质。

在这次系列新闻发布会上，建设生态文明，
实现可持续发展，营造宜居环境，使生态红利惠
及子孙后代几乎成为了各州市传达出的共同理
念。
●保山 “保山适宜全天候休闲、度假、观

光，是最佳的宜居宜业宜游胜地，”保山市委副
书记、市长吴松称：“'**& 年至今，保山累计
造林 $(! 万亩，森林覆盖率从 &(,"-

提高到近 ('-”。保山市深入开展全
民植树造林，“十二五”期间规划完
成新造林 '**万亩，力争实现一个村
庄一座绿岛，一座城市一片森林，提
升生态环境质量，建设优美宜居的城
乡生态人居环境，保住“蓝天白云，
青山绿水”的良好生态环境。
●临沧 去年，临沧市被国家确

立为云南省首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实
验区”。临沧市市长锁飞介绍说，经
过一年多的快速推进，实验区建设取
得初步成效。民生改善是其中的亮点
与落脚点，临沧将通过边疆民族贫困
地区兴边富民工程，加快推进城乡居
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新家园行动计划，
着力实施以“六大工程 !* 件惠民实事”为主要
建设内容的两轮兴边富民工程。截至目前，新家
园行动计划已累计完成投资 !$),*! 亿元，全市
每年筹措旧房改造补助资金 !亿元以上，完成了
"'*!个自然村 （组） 的旧村改造，"* 万余户农
户住进了特色民居。去年启动的佤山幸福工程顺
利完工后，#"''户佤族群众从杈杈房、茅草房中
搬进了具有佤族风格的特色新居中。

●昭通 昭通市主打文化旅游产业、现代物
流、现代金融三大无烟产业。去年共接待海内外
游客 ""**余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亿元，均同
比增长超过 $*-以上。
●迪庆 近年来，迪庆藏族自治州先后投入近

"* 亿元资金，进行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使生态
和环境质量明显提升，生态屏障功能明显提高。

●怒江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启动了绿色经济
发展行动计划，力求实现生态改善、经济发展、
人民增收的“三赢”之效。
●丽江 丽江市开拓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国

际视野，近年来先后与一批国际组织进行合作，
开展了公益林补偿和扶贫援助等合作项目。
●西双版纳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计划 # 年

新植珍贵用材林 "**万亩，力争实现“率先在全
省建设生态州”的目标。
●曲靖 曲靖市突出基地、园区、企业、
市场建设 $ 个重点，发展高原特色农
业，力争打造现代农业发展新标杆。

如何把开发开放与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有机
结合起来，如何实现“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建
设生态化”成为本次系列新闻发布会上备受关注
的焦点问题。各州市也就这些问题做了相关介绍。
●德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州长龚敬政在

会上指出，德宏实施“生态立州，产业富州”战
略，把生物特色产业作为加快绿色生态产业发展
的重要抓手，选择具有特色和优势的竹子、咖啡、
坚果、柠檬、油茶、核桃、番麻“六树一草”新
兴生物特色产业。按照德宏州地理优势，因地制
宜，突出特色的原则，编制了一套科学合理的生
物特色产业实施规划。德宏州还结合实际制订出
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特色产业的实施意见》、
《德宏州发展“六树一草”生物特色产业种植基地
验收办法》等政策文件，推动德宏州生物特色产业
产值突破百亿元大关。
●普洱 普洱市委副书记、市长钱德伟在会上

就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幽默地说到：“国
家给我们普洱带了一顶绿帽子。”钱德伟表示，普洱
将把重点放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实施存量经
济绿色化改造、强化绿色经济增量构建、加强生态
建设和环境保护、推动全社会绿色发展、创新绿色
发展体制机制等方面开展探索实践，着力培育特色
生物产业、清洁能源、林产业和休闲度假四大基地，
在试验示范中成就“妙曼普洱”，争取通过 & 到 "*

年努力，把普洱建设成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兵，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先锋，边疆少数民族欠发达地
区繁荣发展的典范。
●楚雄 “楚雄彝族自治州集中力量建设 (大

产业，其中 &个属于绿色产业范畴。”在楚雄专场发
上，楚雄州委副书记、州长李红民的话语中透着自
信和自豪。遭遇 &年连旱的楚雄，这次带来了令人
振奋的“绿色”气息。“楚雄的发展要以打好县域经

济、民营经济、园区经济‘三大战役’为总抓手，要紧
紧抓住桥头堡和滇中产业新区建设的机遇，深入研
究和探索滇中产业新区产城融合。集中力量加快发
展重点产业。努力把楚雄州建设成为滇中地区经
济圈新的增长极，楚雄州成为滇中产业新区名副
其实的主战场。在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大战略
下，按照‘产业建设生态化，生态建设产业化’
的要求，着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建设绿色经济强州，和谐美丽
家园。”李红民介绍道。
●文山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是云南

省生物多样性资源最为
丰富的州市之一，文山
州委州政府强力推进三
七、烤烟、辣椒、甘蔗、
木本油料、中药材等特
色生物产业发展。文山
州委书记纳杰在会上向
媒体介绍说：“文山三
七是治疗现代人现代病最有
效的药材。文山州将以围绕
建成国家级以三七为主的生
物资源加工基地的目标，着
力推进种源基地，种苗基地，
规范化种植示范基地，生产
基地和市场流通体系工程，
龙头企业培育工
程，中药材产业
科技创新工程，
品牌创建共建设。
打造绿色经济强
州，生态立州的
神奇文山。”

环保与治理
成就七彩云南

建设生态文明
造福子孙后代

（本版照片来自云南网）

产业结构升级
“绿色”成主题色

孙 懿制图普洱茶农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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