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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建设多措并举

云南虽有“动植物王国”美誉，但在生态保护方面也
曾有过惨痛的教训，特别是滇池的严重污染。在“十一
五”滇池治理取得阶段性进展的基础上，云南省及昆明
市紧紧抓住国家加大“三湖”治理力度的机遇。截至
2013 年年底，滇池“十二五”规划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219.99亿元。此外，云南还重拳出击，严肃查处了玉溪阳
宗海砷污染事件、曲靖陆良铬渣污染事件。

近年来，云南省进一步明确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
建设“美丽云南”的目标和举措，成立了省生态文明建设
领导小组，省级财政从2009年起，按比上年增长10%的
幅度安排环保项目专项支出经费。云南各地不断完善生
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了环境保护“一岗双责”制度，大
力推进七彩云南保护行动、森林云南建设、生物多样性
保护等工作。

发展理念环保为先

为了加快推进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
实现后发赶超、跨越发展，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提出，要
坚持生态立省、环境优先，正确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
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严格保护、科学配置和高效利
用土地、矿产、水、生物等资源。

环境保护每年都被云南省纳入政府20项重点工作
之一；加快城市污水处理与再生利用工程建设；推进重
点行业二氧化硫及其他有害气体综合治理，加大城市烟
尘、粉尘、细颗粒物和汽车尾气治理力度；加强重金属、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的污染治理，实施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置，控制固体废物污染；完善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机制……云南发展，环保先行。

七彩云南全民共建

张正祥从小生长在滇池畔，因自觉担当“滇池卫士”

而入选2009年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他常说的一句话是：
“西山是我爹，滇池是我妈。谁伤害他们，我就跟谁过不
去。”

经过多年努力，生态优先、环境保护等理念已经在
云岭大地深入人心，不断演化为各地、各级政府部门与
全民的共同行动——深入推进天然林保护、防护林、石
漠化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建立生态红线管控制
度；大力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公园体系建设；积极
创建普洱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持续推动低碳省试
点工作……云南各地纷纷启动新一轮退耕还林，仅
2013年就完成营造林850万亩，改造低效林402万亩，治
理陡坡地80万亩。

2014年11月12日，云南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命名了昆
明市西山区、呈贡区、石林县、晋宁县、宜良县和西双版纳
州景洪市、勐腊县、勐海县8个县市区为第一批云南省生
态文明县市区。截至目前，全省已有16个州市90多个县市
区陆续开展了创建工作，累计建成10个国家级生态示范
区、85个国家级生态乡镇、8个省级生态文明县市区、328
个省级生态文明乡镇、9个省级生态文明村。

七彩云南七彩云南 生态生态建设建设再出发再出发
任维东任维东

云南，通江达海，八面来风，生态立省的步伐坚定有力。
从滇池之滨到珠江源头，从苍山脚下到香格里拉，从怒江大峡谷到金沙江

畔，从茶乡普洱到神奇版纳……七彩云南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与自然更
加和谐，如同一幅拂去灰尘的壮美画卷，展现在世人面前。

习近平总书记在向生态文明贵阳国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向生态文明贵阳国际
论坛论坛 20132013 年年会的贺信中强调年年会的贺信中强调，，走向生态走向生态
文明新时代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20152015 年伊始年伊始，，总书记在云南大理洱海总书记在云南大理洱海
边同当地干部合影后说：“立此存照，过几
年再来，希望水更干净清澈。”在大理他叮
嘱大家：“云南有很好的生态环境，一定要
珍惜，不能在我们手里受到破坏。”

如果说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
是站在历史、现在和未来的交叉口进行一
次崭新的价值抉择，那么保住青山绿水蓝
天白云更是执政者为人民谋求幸福的责任
与义务。

2014年是云南深入推进“七彩云南保护
计划”和“森林云南”建设，尝试“低碳省”试
点，创新生态文明体制，生态立省、环境优先
的关键年。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祉、关
系子孙后代，为保中国西南这片蓝天碧水，
云南找准保护与发展之间的“黄金平衡点”，
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一直以来，云南都把环境保护治理作
为民心工程、民生工程和德政工程来抓，
在财力有限的条件下，逐年加大环保资金
投入力度，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云
南省第九次党代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

“四同步”、“三计划”的工作部署。省委九
届四次全体 （扩大） 会议上，再次明确了
包括深入推进“七彩云南保护行动”和

“森林云南”建设，加强以滇池为重点的九
大高原湖泊和水库、河流水环境综合治
理，积极引导城镇、村庄、产业建设走集
约、智能、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等，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措施。

2014 年，云南省委专门成立了“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统筹管理协调相
关工作。出台了 《云南省全面深化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总体实施方案》、《云南省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实施方案》、《加强云南省县
域发展各项规划对接工作的指导意见》
等；目前云南已建成 10个国家级生态示范
区、85个国家级生态乡镇、8个省级生态文
明县市区、328个省级生态文明乡镇、9个
省级生态文明村。

新常态下，云南把发展速度、质量、
效益有机结合，既要金山银山又要青山绿
水，沿着绿色发展之路前行，加快建设美
丽云南，保护好中国西南大门的一方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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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翠竹、红顶、灰墙，沿着宽敞的进村硬板
路行走，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幢具有佤族文化特色的民
居，走进临沧市沧源自治县，家家户户五星红旗迎风
飘扬、农家主人笑谈小康生活的图景一一展现，流溢
出宜居和谐的气象。

如今，无论是在临沧的城市还是农村，处处可见
绿树成荫，景美民富的画卷。

近年来，临沧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文化和区位
优势，以“生态立市，绿色崛起”为发展理念和战
略，全力打造“微笑之城、创业之城、森林之城、洁
净之城”四城一体的美丽边城。

“人人幸福，人人快乐，人人自豪，人人平等，人
人有尊严”是临沧建设微笑之城的宗旨。临沧市以公

民道德建设、拓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大力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抓手，把加快城市综合体
建设、不断完善城市功能作为临沧实施微笑之城的有
效途径，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居住舒适、出行方
便、病能近医、学能近读、乐有场地、老有保障、邻
里和谐、社会和睦的生产生活和居住环境。按照“森
林化建设、特色化打造、品质化推进”的要求，以

“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大美临沧”为主题，以完善基础
设施、优化功能布局、改善生活环境、提升整体形象
为重点，以局部带动整体，以城市带动农村，提升城
市品位，改善村镇面貌，有效提高宜居环境。

以招商引资引领“创业临沧”建设。临沧以边境
经济合作区、工业园区、滇中产业聚集区 （新区） 产

业园三大园区为载体，以绿色产业为抓手，以亚洲微
电影艺术节、临沧边境经济贸易交易会、沧源司岗里

“摸你黑”狂欢节、澜沧江啤酒狂欢节等重大节庆活动
为平台，突出龙头招商、基础招商、产业招商、以商
招商，突出产业配套招商，突出产业链条延伸招商，
大兴品牌招商、绿色招商、特色招商、质量招商，促
进“创业氛围最浓、创业活力最足、创业人才最多、
创业资本最活、创业环境最佳”的创业之城建设。
2014 年，临沧全年实施招商引资国内合作项目 1249
个，引进省外到位资金 512 亿元，同比增长 38%，总
量和增幅均居全省第3位。

生态是最好的竞争力，也是最好的生产力。临沧以
创建国家级森林城市和国家级园林城市为目标，持续强
化推进“森林临沧”建设，以城镇、村庄、城市面山、公路
沿线、河流、库区周围为重点，按照城市、园林、山水三者
融合，市区、近郊、远郊三位一体，乔树、灌木、花草三头
并举的原则，加大力度推进“十百千万”工程建设，实现
道路林荫化、河流林荫化、城镇森林化，不断完善城市绿
地系统，提高城市绿化率，建设“山、水、林、园、城”为一
体的绿色生态城市，塑造生态城市品牌形象，努力把临
沧建设成为“森林繁茂、水系发达、空气清爽、人文荟萃、
经济循环”的生态文明之城。

森林 创业 微笑 洁净
——临沧打造“四城一体”美丽边城

王祖尧 张红林 周秋田

还没进入普洱市澜沧县酒
井乡勐根村老达保村民小组，
那悦耳高亢的歌声就已传入耳
中，这是拉祜族群众在纵情歌
唱。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拉祜族
传统杆栏式建筑，这里独具特
色的拉祜族歌舞让你留恋，这
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牡
帕密帕》、拉祜族芦笙舞得到有
效保护与传承，这里 114 户 475
村民拿起锄头是农民，放下锄
头弹起吉他就是演员。村民李
娜倮原创的 《快乐拉祜》、《实
在舍不得》 等歌曲走出大山荣
登中央电视台。她说，看到这
里的青山绿水、茶园绿树，就
忍不住想唱歌。有花、有歌、
有茶、有乐，老达保村民幸福
的原生态田园生活让人神往。

为了充分发挥拉祜族群众
的特长，普洱市委、市政府提
出建设哈列贾乡村音乐小镇项
目，定位为“原生态国际化乡
村音乐小镇，系列型乡村音乐
厅及规划范围内的民族音乐文
化村”，以“梦里水乡，一生唯
一的爱”为主题，以“一花、
一歌、一田园，一茶、一乐、
一农寨”为概念进行规划。项
目规划覆盖酒井乡勐根村老达
保、勐根大寨、回塘、邦利等9
个村民小组，规划面积 26.43平
方公里。目前，各项工作正在
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

近年来，普洱市秉承“生
态立市、绿色发展”的理念，
将保护生态作为第一政绩，坚
持保护第一政绩不动摇，生态
文明建设全面推进。2014 年，
普洱市积极推进“森林普洱”
建设，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试

点、中心城区河道环境综合整治、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
应用示范和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项目全面实施，启动
景东亚热带植物园前期工作，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
建设积极推进。实施陡坡地生态治理、退耕还林等生态
建设工程，全年完成人工造林32万亩，生态系统更加稳
定。中心城区以湿地和城市景观、街头绿地、居民小区
等为重点的一批生态景观工程逐步建成。深入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积极开展生态乡 （镇） 村创建，打造了一批
示范点，城乡生态面貌持续改善。积极实施建制镇“一
水两污”工程，淘汰了一批落后产能，大平掌铜矿被确
定为第四批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全市单位生产总
值能耗预计下降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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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昌宁县右甸河上游的乡村公路上，每经过一个村
庄，都会看到一座天蓝色屋顶的铁皮屋，在冬日的阳光下显
得格外耀眼。“这是前段时间刚建起的垃圾房，有了垃圾房，
感觉村子一下干净了很多。”沿江村高桥村民小组村民李定
武说。

沿江村位于具有昌宁生态屏障作用的天堂山东侧，
21个村民小组1305名村民散落居住在山间。境内有数千
亩高山湿地，上万亩原始森林，生态环境良好，是昌宁母
亲河——右甸河的发源地，在昌宁生态体系建设中占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沿江成为了昌宁乃至周
边地区户外运动和生态旅游的重要目的地，陡增的垃
圾也让过惯了洁净日子的村民增添了许多烦恼。去
年，昌宁县在沿江村等右甸河上游村庄实施了总投
资 600 万元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共建成公路沿线
垃圾房35间，污水处理池1个，实施水源地保护
工程 1 个，建生态防护栏 2300 米，添置垃圾分
类处理箱 60个，垃圾桶 100个，配备了垃圾清
运车4辆。沿江村总支书记王双林说，“沿江村
突出‘推进生态恢复治理重点地区绿化和村庄
绿化’两个重点，大力实施‘绿色屏障、绿
色村庄工程’，以村庄整治为突破口，按照

‘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思
路，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打出了一套从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生态保护建设‘组
合拳’。”

沿江村只是昌宁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
缩影。沿右甸河顺流而下，或沿天堂山向
四周城镇村庄，在昌宁的城镇乡村，到处
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生态保护和建设
成果。

“十二五”以来，昌宁县突出“推进生
态恢复治理重点地区绿化和村庄绿化”两
个重点，以城镇面山、“两江两路三河”沿
线及乡镇村庄为布局，大力实施绿色屏
障、绿色城镇、绿色村庄、绿色通道“四绿
工程”，加快“森林昌宁”建设，累计投入资
金 5818.9 万元，完成造林 20.8 万亩、道路
绿化700多公里。

昌宁坚持按照“生态建设产业化、产
业发展生态化”的思路，大力发展以茶叶、
核桃、澳洲坚果、油茶、中药等生态产业，
促进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提升。截至
2014 年底，全县有生态茶园 25 万亩、核桃
基地180万亩、澳洲坚果9.5万亩、红花油茶
9万亩、蚕桑6.5万亩，逐步发展壮大的绿色
产业，为群众铺筑起了“绿色富路”，编织出

“绿色梦想”。

四绿工程构筑昌宁致富路
郭雪艺 吴再忠 徐剑春

2014 年，西双版纳州按照“生态建设
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宗旨，积极推
进生物多样性宝库和现代林业建设，转变
林业发展方式，创新林业体制机制，强化科
技支撑，夯实基础，保护改善生态环境。

2014年，西双版纳州投资 7799.25万元发
展林下经济，重点培育林下产业，特别是林下
仿野生种植模式。动员和扶持企业、农户发展
仿野生种植石斛、重楼、金线莲等。他们采取“企
业运作+林业局适当补助种苗”的模式，建立西
双版纳州种苗繁育基地。目前滇重楼种苗繁育基
地面积达 26 亩，年繁育种苗 3000 万株；金线莲种
苗繁育基地面积达30亩，年繁育种苗5000万株；野
生动物驯养繁殖1万头（只）。2014年各景区累计完
成投资6086.726万元，接待游客274.95万人次，实现
经营收入2.08亿元。

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低效林改造是西双
版纳州林业发展又一重头戏。2014年，他们完成公益林
建设封山育林 3 万亩，退耕还林工程节柴灶改造 200

眼、太阳能 2100 户、小水电 40 座、种植业 2.2 万亩、补植补造 0.3 万
亩，技术培训900人次，低效林改造23.5万亩。

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他们把林改工作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补换发工作结合起来，共完成林地确权 35.3 万宗，发放林权证
12.6万本，核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11.4万本，调处林地权属纠
纷2091起、农地权属纠纷1400起。505万亩集体天然林和农地天然林
被纳入公益林管理并给予生态补偿。在配套改革阶段，大力建设流
转、抵押、评估等服务体系，引导鼓励金融支持“三农”。全年累计发放
林权抵押贷款13.33亿元，涉及1310户（家）农户和企业。去年11月18
日，勐腊县勐腊镇么粉村民小组获得了我国第一本省级林木权证。

在深入开展“平安林区”创建活动中，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勐腊县、勐海县连续三年分别成功创建为云南省“平安林区”县
市级优秀单位，22个乡镇级创建单位受州级表彰。他们不断加大森
林资源保护宣传和森林巡护力度，认真组织森林公安、林政稽查等
执法力量，全面清理和查处蚕食天然林、偷猎、盗伐等违法行为，做
好矿山征占用林地清理和整改工作。开展小磨公路沿线砖厂清理
整治和全州木材加工经营场所整治，铲除在国有林非法定植橡胶
6635亩。涉林行业场所管理和市场监管是西双版纳州林业管理的
制高点，他们先后组织开展“2014天网行动”、“缉枪治爆”和“严
厉打击破坏森林和野生动物违法犯罪活动”等专项整治行动。共
受理各类涉林案件 1885 起，查处 1862 起 2540 人，收缴木材 413
立方米、珍贵树木和植物100株、野生动物485头（只）。

创新林业体制
强化科技支撑

——西双版纳夯实生态建设基础
马铱潞 郭雪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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