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大理，“洱海清，大理兴”的观念早已家喻户
晓，而在洱源，这句话则变成了“洱源清，洱海清，
大理兴”。洱海的成功治理，树立了全国湖泊治理
的典范。从治理之初藻华多暴发，到如今水清鱼丰
美，“母亲湖”风采重现，科技之功不容小觑。

“控源减排”成治污关键

“洱海 !"#的水来自洱源境内，作为洱海源头
的洱源，在洱海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国
家“十一五”重大水专项湖泊主题“洱海治理项目”
子课题“农田氮磷控源减排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主持人、云南省农科院农业环境资源研究所副所
长雷宝坤副研究员介绍，据相关部门的监测数据
和资料分析，洱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物主要来源
于农田、农村固体废物（包括人畜粪便、农村垃圾
等）、农村污水和水土流失等四个方面，其中氮、磷
污染负荷占洱海入湖污染负荷总量的 !"#以上。
“农村与农田面源污染是洱海氮磷污染的最

主要来源，对其有效防治是洱海水污染治理成功
与否的关键。”雷宝坤分析认为，控源、减排、净化，
有效削减农村与农田面源污染物排放是目前洱海
水污染防治的重要科技需求，课题实施应在农田
氮磷流失防治思路及防治技术上有创新和突破。

核心技术促水质改善

“洱源北部区域种植面积最大的 $种作物是水
稻、蚕豆和大蒜。其中大蒜是区内主要经济作物。
大蒜施肥量大，平均每亩施氮肥 %" 多公斤，磷肥
&"多公斤，远高于其他作物，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
污染。”

针对这一问题，课题组首先研发出农田分区
限量施肥及环境友好型种植关键技术，初步建立
和发展了一批适合洱海流域农村和农民经济、技
术特点，可大幅度减少农田氮磷化学肥料投入量
的施肥技术，在大理市上关镇示范应用 !"""多亩。
其次，针对洱海坝区小春经济作物布局不合理、施
肥量大以及作物种类过于单一所带来的严重面源
污染问题，研发出蚕豆'大蒜间作模式。应用该模

式，氮肥施入量较大蒜单作减少了 &"#，并且蚕豆
能将吸收的氮素转移给大蒜，在田间条件下转移率
达到 ()*"!+，经济效益基本保持不变。

同时，从土壤碳素调控的角度，课题组研发出
土壤氮磷养分库增容技术，采用有机肥还田，重复
利用氮、磷、钾等养分，提高化学肥料利用率约
$"#。该技术在洱源县上关镇兆邑村的应用，使得
大蒜产量比传统种植方式增加了 ,#-("#，减少氮
磷化肥施用量达 $"#以上，节省成本约 &"#，对减
少农田氮、磷的投入量和减少农田氮磷流失量发挥
了重要作用。

成果辐射国内湖泊治理

“这些技术简单、实用，效果又好，农民愿意接
受，在农田面源污染防治方面具有突出的环境效
益。”雷宝坤介绍。监测结果也显示：项目成果在罗
时江流域 )"""多亩核心示范区实施，示范区农田
氮的投入量和排放量减少 &"#以上，磷的投入量和
排放量减少了 $"#。同时，该成果在洱海北部辐射
推广示范农田面积已达 ("万亩以上，辐射区氮、磷
化肥施用量分别削减 (.+和 &"+。

在我国湖泊富营养化及其流域水污染总体形
势依然严峻，且恶化趋势仍在继续的情况下，这些
集成度高、相对成熟的技术对我国农村与农田面源
污染防治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具有较好的应用前
景。目前，课题研究成果农田氮磷控源减排技术、农
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等已应用于国家三峡后
续工作规划“三峡生态屏障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专
题规划”及“云南大理洱海绿色流域建设与水污染
防治规划”中，还在国家”十二五“重点流域水污染
防治规划中得到应用。

可喜的是，“十二五”期间，洱海治理项目继续
得到国家重大水专项支持。“结合生态文明建设，
重点在生态农田、清洁生产等方面进一步深入研
究示范。”说到下一步的研究，雷宝坤及其团队已
锁定目标，期待为洱海更清、更美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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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修建的这条路是我们的致富路，
现在很多人靠着这条公路跑运输发家致富。”开
了 (,年货车的老挝司机汶叻对本报记者说。这
条被老挝司机称为“老挝高速公路”的道路，从
老挝北部重要枢纽乌多姆赛到中老边境城镇那
堆，全长 !,*, 公里，是中国政府无偿援助、中
国云南阳光道桥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

即那堆至乌多姆赛段，&""/ 年动工，已于
&"(&年 .月 $"日完工，今年交给老挝管理。而
南段乌多姆赛至巴孟段 ,"公里公路的修复工程，
将由中国向老挝提供低息贷款，并由阳光道桥负
责施工，工程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开工。

平坦通途半日达

提起中国公司修建的乌多姆赛至那堆公路，
老挝司机都举起了大拇指。“我们都称这段公路
是老挝的高速公路，这段路修得比万象的公路都

要好，同样 ,"公里路程，很快就到了”。记者决
定沿着新修好的乌多姆赛至那堆公路一探究竟。
公路起点位于乌多姆赛城内的一座大桥，桥上竖
着老中两国文字共同标志的一个纪念碑。汽车驶
过大桥后，道路从原先的坎坷不平，变成了铺着

沥青的平坦路面。在干净
整洁的沥青路上，有着清
晰的交通标示，尽管仍然
是盘山路，但汽车行驶十
分平稳，记者的心情也一
下子舒畅起来。

老挝投资计划部部长
助理维吉·信达翁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近年
来，随着昆曼公路、那堆
至乌多姆赛公路的修通，
来自中国的游客日益增
加。记者了解到，目前从
云南昆明到琅勃拉邦早已
开通国际大巴，但由于老
挝境内公路状况不好，尤其是乌多姆赛至巴孟
," 公里通行困难，大巴从昆明出发到琅勃拉邦
需要两天的时间。巴士司机告诉记者：“如果这

条公路修通，从中老边境到琅勃拉邦只用半天时
间就能到达，那时候将会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到老
挝来旅游。”

在飞往乌多姆赛的飞机上，记者遇到老挝交
通部长宋玛，他介绍说：“作为中国的邻国，老

挝有 $个省与中国接壤，发
展公路交通对于老挝有着极
端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那
堆巴孟公路能够全线贯通，
将能实现万象、万荣、琅勃
拉邦、乌多姆赛到中国边境
货物和人员运输的极大便
利，从而为老挝的农产品出
口找到通道，并极大促进两
国的人员往来、货物运输、
经济合作。”

公路带来大实惠

记者走访了那堆至乌多
姆赛公路沿线的几个村寨，

村民们对公路修建赞不绝口。昂纽村的村民们正
在收拾玉米，他们告诉记者，公路修好后，村民
生产的农产品可以更方便地运出去了，“地里产

出的玉米再也不怕烂到地里了，光去年卖玉米的
收入就有 &""" 万老挝币 （( 美元合 ,""" 老挝
币）”。

负责该段道路施工的项目经理廖志红告诉记
者，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十分重视同当地民众搞好
关系，给当地工人提供技术培训，聘用当地劳务
人员，为当地政府部门解决部分人员就业问题。
那堆至乌多姆赛公路施工期间，公司先后雇佣了
近 .""名老挝工人参加水沟、涵洞构造物支砌、
水泥混凝土浇筑等施工工艺培训和工程施工。老
挝工人的日工资也由施工前的 $万老挝币增加到
,万老挝币，是当地平均工资的两倍多。在工程
进行过程中，公司逐渐与当地工人建立了信任关
系，工资结算也由日结算改为月结算。不少老挝
工人说，“跟着中国公司做事，不但可以按时领
到钱，还能学到施工技术，以后谋生更容易。”

像汶叻一样，很多老挝司机都在等待着那堆
巴孟公路的全线畅通，他们对记者表示，希望中
国公司能够早日开工，修通南段道路，“路修好
后，运输更加通畅，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感
谢中国帮我们修建致富路！”

“感谢中国帮我们修建致富路”
本报赴老挝特派记者 于景浩 孙广勇

在云南省文

山壮族苗族自治

州马关县城街

头，不时见到民

族服装店，店家

身着制作好的服

装，吸引了不少

各年龄段的顾

客。越南的苗族

群众非常喜欢马

关县制作的苗族

服装、服饰，经

常过境到这些服

装店订货。近几年来，马关县个体民族

服装小企业快速发展，由过去在边贸集

市摆地摊，发展到现在不仅开实体商

店，还开办了电话和网络订货业务，融

入了现代销售方式。

张 彤摄

通畅的那堆巴孟公路北段为当地带来了富裕生活。

本报记者 孙广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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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傍晚时分。柬埔寨文化古都吴哥。一场全方
位展示当地历史文化的大型旅游演艺节目 《吴哥的微笑》
如期演出。游客如织，掌声如潮。观众赞誉节目为“柬埔
寨鲜活的文化艺术博物馆”。

该节目由云南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投资打造，自 !"#"

年 $$月 !%日公演以来，节目已经演出 &'"余场，接待了
来自 ("多个国家的 '"余万观众。

像《吴哥的微笑》一样，云南省与周边的东盟国家相
关机构优势互补，以多种形式打造了一批广受欢迎的新
闻、文化节目，在满足相关国家信息、文化需求的同时，也
播下了“友谊的种子”，被誉为是联结相关国家与中国的“文
化交流大使”、“友谊传播使者”和“经贸交流窗口”。

云南电视台的节目在东盟国家的受众正在持续增长。!"$" 年，云南
电视台研发的数字电视传输系统正式进入老挝首都万象的市民家庭，!"$$

年，用户超过 )万户，!"$!年超过 $"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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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哥的微笑》剧照 来自百度网

云南马关苗族服装畅销越南

“控源减排”治污染“母亲湖”风采重现

科技之光扬起
陈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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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 月 $—) 日，云南
省政府相关部门和重点企业组成近
&""人经贸团，赴广西参加第十届
中国—东盟博览会。在云南参加的
历届东博会中，今年是云南规格最
高、人数最多的一次。

博览会期间，云南经贸代表团
参加了开幕式、商务与投资峰会等
重大活动，出席广西、云南两省区
座谈并签署合作协议，与广西相关
部门及企业家代表进行深入交流，
并拜会东盟有关国家政要。此外，
随团参展的云南经贸企业水平和商
品数量也空前提升，在国际会展中
心 (号主展馆的国际经济合作展区
搭设 (&"平方米云南特装展位，是
该展区面积最大的展位之一。特装
展位以区位优势、产业特色和人文
精神相呼应，并首创用上万朵云南
鲜花装点，全方位展示开放、务
实、热情的云南之美。与此同时，
云南白药、贵研铂业、后谷咖啡、
云南鲜花等近百种云南高原特色产
品在特装展位进行实物展示，还有
云南德春食品、腾冲高黎贡山生态
茶业、云南雄腾生物等 $( 家企业
共设标准展位 %( 个，其中主展馆
$ 个、农业展馆 (% 个以及轻工展
馆 &% 个，全面参与东博会经贸展
示和合作洽谈。

从首届东博会开始，十年来云
南一直积极组织政府相关部门和重
点企业参与东博会，云南展位历来
都是展区被关注的重点和焦点，接
洽客商、达成经贸意向以及现场成
交金额均逐年快速增加。&"(& 年，
云南展位达成经贸意向 )" 余项，
现场成交 (&"余万元。由于在组织
运作、展览特装、客商邀请、论坛
活动等方面长期的突出贡献，云南
省商务厅连续 %年被授予优秀组织
奖，并获得十周年杰出组织奖，省
商务厅巡视员王建伟被商务部授予
个人特殊贡献奖。

在广西期间，代表团先后实地
考察了柳州市和南宁市的城市规划、市政建设、产业布局以及生
态文明建设。大家一致认为，广西和云南地缘相近、人文相亲、
山水相连，两省区资源互补性强、产业融合度高、经济关联度
大、区域合作面广，两省区合作空间广阔。两省区应进一步拓宽
领域、提升层次，合理配置、有效利用和互惠共享优势资源，推
动桥头堡战略与北部湾战略联合联动、七彩云南与魅力广西相得
益彰，携手共创滇桂两地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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