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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25日电 综合本
报和新华社消息：地震，是无法消除的

天灾；重建，是可期可获的新生。云南鲁
甸发生 6.5级地震以后，持续受到各界关

注。如今，地震发生已近一月，抗震救灾和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依然是新闻热点并牵心

于社会各界。

重建规划提上日程

8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召开会议，听取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关
于云南鲁甸6.5级地震抗震救灾情况汇报，研
究部署下一步抗震救灾及灾后恢复重建工
作。8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听取云南
鲁甸地震抗震救灾最新情况汇报，研究安排
恢复重建等工作。

两次会议对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
作都做出了重要指示，随后，云南省积极传达
学习两次会议重要精神，部署抗震救灾和恢
复重建工作。22日，云南省长李纪恒主持召开
云南省政府第46次常务会议。会议强调，当前
抗震救灾工作正处于应急救援转向进一步妥
善安置受灾群众、着手开展灾后恢复重建的
关键阶段，要按照中央和云南省委的部署要
求，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坚持把受灾群众过渡
安置作为重中之重，紧紧围绕“六有”目标，确
保大灾之后无大疫。二是坚持时刻紧绷严密
防范余震和次生灾害这根弦，加快推进排危除
险工作。三是全力保障基础设施，确保灾区重
要生命线畅通，保障灾区生产生活秩序尽快恢
复正常运行。四是全力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前期
工作，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客观全面做好灾损评
估和恢复重建编制工作。五是充分发挥群众在
灾后恢复重建中的主体作用，积极发展生产，
重建家园。六是以更加优良作风全力抓好抗震
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七是全面履行职
责，切实加强领导，确保领导到位、责任到位、措
施到位、督查到位，不松劲、不减力。

目前，《云南鲁甸 6.5 级地震灾后恢复重
建规划前期研究报告》已经上报国家发展改
革委。相关部门正积极配合国家评估组开展
灾害损失现场调查评估工作。

逐步推进分散安置

本报记者来自前线的最新消息表明
目前灾区物资基本充足，分散安置工作
有条不紊推进。

记者了解到，由于“吃大锅饭”导

致的食品安全、卫生防疫、用火用电
等压力较大，目前受灾群众安置点逐
渐由集中安置转为以村为单位的分散
安置，并在安置点设置了板房超市、厕所
等，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现在，一些基本
生活物资已经发放到户，受灾群众被鼓励在
自家开伙做饭，逐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震中龙头山镇各政府部门已基本由帐篷转
入临时板房办公，龙头山镇镇长陈国勇告诉记
者，“物资已基本上可以满足灾区群众生活需要”。
目前，县乡村干部已入驻龙头山镇各村，确保受灾群
众的困难得到及时解决。

在龙头山镇，1000 平方米的板房医院已经建成使
用；可以容纳2000多名学生的中学板房已建成2/3，小学
和幼儿园还在建设中，各村房屋受损的小学土地平整和板
房建设也在同步推进中，以保证9月初按时开学。

此外，在曲靖市会泽县，转移安置群众也已经实现了有饭
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时住处。

然而，由于堰塞湖导致当地有2000多人需要转移安置，涉及
群体大，处置情况复杂，给下一步恢复重建工作带来了困难。此
外，由于灾区山高坡陡谷深，基本没有重新规划选址所需的集中安
置地块，也为接下来的重建增加了难度。

“爱心花椒”销量倍增

在鲁甸震区，几乎家家都是椒农。“现在正是鲜花椒采摘的紧要时
段，再过几天花椒变老了就不值钱了。”鲁甸县龙头山镇龙泉村村民阳
长陆说。

8月20日11时许，云南昆明沃尔玛大观商业城店，不时传来稚嫩
的叫卖声。“鲁甸优质青花椒，平价销售，原价每公斤137元，现在只卖
89元……”三名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正在超市特设的柜台前忙碌着，
据了解，这些孩子是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文林校区的四年级学
生，最近每天都会有六七名学生来帮着售卖花椒。

据介绍，为支持灾区重建，沃尔玛从农户手中采购了 1吨
鲁甸花椒。这些经过确认、质量合格的鲁甸龙头山花椒，已在
昆明 10 家沃尔玛门店平价销售。店员说，大家现在都把鲁
甸花椒称作“爱心花椒”，购买的顾客也越来越多，“往日，
超市每天销售花椒1—2公斤。17日起，在孩子们的热情
推介下，日均销售量突破了40公斤”。

除了超市售卖火热，灾区的花椒几乎要被商家“买
断货”。“我现在每天都要接到30多个客商或爱心人士
的电话”，昭通市大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赵孔发说，“这几天都在忙着收购当地村民手中的
花椒，目前已收购了近150吨鲜花椒”。

虽然震区交通、采购条件还没有得到根
本改善，但仍有不少老客商前往震区采购
花椒。据介绍，昭通林业部门在前期紧
急调配了20余台烘干机的基础上，目前
又及时从外地订购了 220 台小型烘干
设备。

鲁甸生产生活逐步恢复

据新华社电（记者王研） 记者从云南省民政厅获悉，截至8月
22 日 17 时，云南省共接收昭通鲁甸“8·3”地震捐款 83912.75 万
元，捐物价值27044.13万元。

在接收的捐款中，省级接收67449.55万元，昭通市接收12211.52
万元，曲靖市接收 2879.16 万元，其余州、市接收 1372.52 万元。在接
收的捐物中，省级接收 9017.61 万元，昭通市接收 17687.58 万元，曲
靖市接收277.55万元，其余州、市接收61.39万元。

随着新学期开学临近，云南鲁甸地震灾区正加紧搭建临时校
舍，保证基本的办学条件，千方百计确保灾区学校9月1日按时
开学。图为8月21日，两名工人在鲁甸地震灾区小寨中学对刚搭
建的校舍房顶进行防水处理。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摄

云南接收地震捐款8.3亿元

灾区加紧搭建校舍灾区加紧搭建校舍灾区加紧搭建校舍

本报电 （朱丹、黄喆春） 8 月 21 日，2014 云南 （昆
明） 台湾名品博览会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为进一
步加强云南与台湾地区间的合作，推动两地经济、贸
易、文化等领域全面交流，搭建了新的合作平台。

本届博览会是台湾经贸界在云南举行的规模最大
的商品博览会，有 440 家台湾知名企业参加，设 800
个展位，展出商品2万多件，涉及绿能科技（产业）、
电子资讯、精致农业、生物制药、美容医疗、食品药
品等产业，通过产品展示，进一步加强云南与台
湾地区的合作交流。本次博览会不仅是大规模
的产品博览会，同时兼具B2B（企业对企业营
销）和 B2C（企业对客户营销）合作方式，博
览会期间有逾1500名台商前往云南，谋求
合作、促进双赢。组委会与台湾贸易中心
将围绕“云台产业对接，共拓国际市场”
举办“一对一采购洽谈会”、“园区经贸
交流座谈会”、“滇中产业新区规划建

设情况展”等系列活动，不断把云台工
商界交流合作引向深入。

图为市民在首届云南 （昆明） 台湾
名品博览会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台湾名品博览会在昆开幕

本报电 日前，云南省旅游市场工作会在昆明召开。云南将争
取在 2015 年底前完成 16 个州市的旅行攻略 APP 和云南主题旅游攻略

APP上线发布，通过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为国内外游客提供全方面的
云南旅行攻略。

会上，云南省旅发委主任段跃庆介绍，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累计接
待海外入境游客496.41万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0.62%；实现旅游外汇收
入11.8亿美元，同比增长3.34%；接待国内旅游者13614.19万人次，同比增
长15.54%；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140.98亿元，同比增长21.92%；完成旅游业
总收入1214.03亿元，同比增长20.62%。

上半年

云南接待境外游客496万
以花椒产业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地震震中龙头山镇，群众

为花椒销售不畅而心急如焚。日前，昭通市花椒商会会长、昭通
市大成农业开发责任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孔发带着几十名员工进驻
龙头山镇，联络省内外商家，在地震灾区安排了7个固定收购点、
20个流动收购点，抢收震区花椒。截至 8月 22日，昭通市大成农
业开发责任有限公司已收购花椒220吨，缓解了灾区农民卖花椒难
的问题。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摄

爱心企业抢收花椒爱心企业抢收花椒爱心企业抢收花椒

8 月末的景迈山，郁郁葱葱。一坡一坡的
绿，一园一园的茶香扑面而至。鸡鸣狗吠伴着
袅袅炊烟，山边一座座风格独特的山寨环绕云
间，让你仿佛置身仙境，这就是景迈山，秘境景
迈山。

千年万亩 古茶树林历久弥新

8 月 25 日普洱市文化旅游宣传推介会在
北京召开，世界茶源的丰富旅游资源在会上
推出。同时，借着普洱原生态的歌舞 《佤部
落》 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向外界揭开了神
秘的佤族文化，这预示着普洱已经从边疆走
在了开放的前沿。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遗产申报区位于普洱
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东南部，分布在景
迈、芒景、芒云3个行政村范围内，涉及15个传
统村落，1454 户 6025 人。据当地傣文石碑记
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具有 1300 余年的种植

历史，是世界上少见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林，是
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2.8万亩古茶林，古茶树
320 余万株，连片采摘面积 1.61 万余亩，年均
产量 270 余吨。生态茶园 3.11 万余亩，年均产
量600余吨。布朗族、傣族人民世代居住于此，
种茶、制茶、卖茶、吃茶、饮茶、祭茶，形成丰富
多彩的民族茶文化。

相关专家认为，这片古茶林规模宏大、保
存完好、历史悠久，已成为世界茶树演化史中
最后被人工驯化栽培的最典型例证，是全球原
始森林农业开发的典范，是世界重要农业文化
景观的杰出代表，充分体现了人类在认识自
然、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巧妙利用自然的高超智
慧，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

政府引导 各类制度保障先行

众所周知，申遗工作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历时8年，云南哈尼梯田

申遗成功历时13年。自2010年以来，澜沧县委
县政府在普洱市委市政府以及云南省文化厅
的支持下，申遗工作稳步推进，成效显著。

澜沧县先后多次调整并充实申遗工作领
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宣传组、保护整
治组、政策法规组和专家组。同时还成立了县
文化遗产管理中心、森林公安景迈芒景古茶园
派出所，逐步建立了县、镇、村三级保护管理机
构。从县、镇、村三级抽30人为古茶林监测员，
建立完善监测系统。

2009 年以来，澜沧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措
施，惠民镇景迈村和芒景村进一步细化、制定
了《景迈村茶叶市场管理公约》、《芒景村保护
利用古茶园公约》，从村级层面提出了管理保
护古茶林的具体措施。

村落改造 保护提升申遗环境

景迈申遗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古村落保

护与村民危房改造以及新建居民房
建筑风格保持问题。据惠民镇党委
书记阳云介绍，惠民镇民居村落的
改造升级，涉及 15 村寨。对最核心
的翁基、糯干传统村落采取严禁现
代建材进入制度，其他几个传统村
落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重新规划。
为鼓励百姓维护民居的传统风格，
县里出台相关政策，对所用木料、瓦
片等建筑材料给予相应补助。目前，
已经给村民供应了800多万片小挂
瓦，价值 720 万元；木材 3000 多立
方，价值300多万元。

工作到家，村民自行“拔钉
子”。景迈村景迈大寨村民岩三永曾经盖起一
座 6 层钢混结构的小楼，刚起楼时他曾经骄
傲的宣布：我这楼20年也不过时。可是没过
几年，他就自行给拆除了。岩三永说：申遗
非常好，以后我们傣族民族文化、传统可以
持续下去了，可以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笔巨大
的财富了，我拆个房子算什么。

把握契机 带动茶业转型升级

景迈山不仅对原有古茶林进行有效保护，
还对原台地茶进行生态化改造，营造生物多样
性的生态环境。目前已改造 2.98万亩。原来台
地茶园种植密度大、施用化肥，茶品质上不去，
价格低，茶产业亟待转型升级。为此，澜沧县实
施试点工程，采取政府每亩补助 300 元，每亩
保留 160株原茶树，新栽遮荫树不少于 10棵，
品种不少于 6 个，茶园使用有机肥等措施。目
前生态茶园春茶每亩产量 30 公斤左右，每公
斤 200 元，亩产值达 6000 元。过去台地茶亩产
80公斤，价格20元以下。

惠民镇芒景村支书南康介绍说，芒景全
寨有 600 多户共 2785 人。人均古茶园 3-6 亩
地，人均年收益 3000 多元。2007 年村里成
立芒景村茶专业合作社，首先进行2000亩示
范茶林建设。2010年，芒景恢复了布朗族林
下种植茶技术，开始了台地茶改造。2014年
是芒景有机茶认证年，芒洪、那乃有机茶得
到国家认证，上寨、下寨等 4 个村的茶进行
了欧盟认证，生态有机茶为茶产业转型升级
带来后劲。在景迈山，像这样的茶专业合作
社已有 49 家，有效带动了当地茶业转型升
级。

澜沧县工作人员介绍说：自申遗工作开
展以来，澜沧县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开展普洱景迈山古茶林保护整治工作，但是
还没有成熟的技术要求与规范，还需要有一
批国际国内申遗专家学者的指导和帮助，目
前澜沧县专业技术力量薄弱，难以满足申遗
工作需要。对此，澜沧县相关领导表示，县
委县政府还将多措并举，加大工作力度，使
申遗工作得以顺利推进。

2010年启动申遗工作。
2012年3月，向国家文物局

提交了申报文本初稿。
2012 年 6 月，通过了国家文

物局对景迈山古茶林进行的现场考
察评估。

2012 年 9 月普洱景迈山古茶林被
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为全球重要

农 业 遗 产 （GIAHS） 保
护试点。

2012 年 11 月，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成功
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申遗
工作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

2012 年 12 月，中英文两个版本 《预备
名单提交表格》 已填报国家文物局，并递
交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3 年被国际茶业委员会确认为“世界
茶源”。

2013
年 5 月被国务院公布为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 年 10 月被云南省人
民政府公示为省级民族文化保护
区；目前正在申报国家 4A 级旅游
景区。

2014 年 3 月 28 日 与 省 市 一 道 将
《申 报 文 本》 和 《保 护 管 理 规
划》 上报国家文物局报
备。

景迈山申遗路景迈山申遗路

为何说普洱是茶的王国？在景迈山千年万亩古茶园可以
寻找到答案。这里有全世界迄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连片面
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和全世界迄今发
现的最古老的过渡型大茶树——富东邦崴千年古茶树。对于
这片11 .8余万亩野生茶树，普洱人视作珍宝，悉心呵护，并
把它所孕育的普洱茶文化发扬光大。自201 0年6月，云南省
普洱市启动普洱景迈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以来，
4年过去了，古茶林申遗工作进展如何？又是如何保护传承
的？为当地带来哪些新变化？带着诸多疑问，我们走进普洱，
走进景迈山。

景迈山古茶林景迈山古茶林 申遗进行中申遗进行中
郭雪艺 周秋田

云南边防打造国门边检服务品牌

本报昆明8月25日电（周秋田） 多年来，驻守在云南八千里边防一线
的云南公安边防官兵，在服务桥头堡建设的国家战略中，打造“一口岸、
一特色，一国门、一品牌”国门边检服务品牌，效果显著。边检服务品牌
赢得国内外游客广泛赞誉，各族群众称赞边检官兵将七彩云南名片递向世
界，为彩云之南的经济腾飞架起了一座座金桥。

截至目前，云南边防总队今年共查破万克以上大案 124 起，缴毒 2519
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