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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昆明西山，每到周末和节假日，湿地公园已
成为当地市民及游客的好去处，在感受高原湖泊靓丽的
同时还可以与野鸭、白鹭等水鸟邂逅。

自 2008 年以来，西山区在滇池湖滨带范围内通过
“退塘还湿、退田还林”开展湖滨生态带建设，至今，共
建成包括环湖湿地、湖滨林在内的环湖生态带 21778亩。
西山区如今已经形成了“半城山水半城湖、半城春色半
城梦”的山水园林新城区。

治理自源头始

滇池，作为云南省面积最大的高原湖泊，有着“高
原明珠”之称。但是随着工业发展及城市规模不断扩
大，滇池水质恶化，逐步丧失水源地的功能，成为国家

“三河三湖”治理的重点。
西山区滇池的湖岸线全长约68千米，草海12平方公

里有10平方公里在西山区范围，辖区共有32条河道及支
流 （沟渠），总长约 167.8 千米。草海是滇池的核心区
域，是昆明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滨水区域，可以说是昆明
的“眼睛”。

西山区积极开展集镇和村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从
源头上控制污染物入湖。截至目前，完成海口、碧鸡街
道办事处23个村庄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建设，完成庭院雨
污分流设施建设249家，有效地杜绝环滇池污染源入湖。

2014 年 9 月，西山区全面完成海口河水环境综合整
治，这是西山区资金投入最大的滇池河道综合整治工
程，经过综合整治的海口河将有效解决防洪、畅流、通
达、截污、生态等问题，让流入滇池的水质更
清、滇池周边环境更

美，连久违的海菜花也重现滇池。
目前，西山区已建成了富善、西华、海丰、红泥嘴

等湿地环湖生态带21154亩。生态湿地美景的背后，则是
滇池水质的改变。

发展绿色工业

近年来，按照昆明市委、市政府要求，西山区根据创建
国 家 园 林 城 市 和
创 建 国 家 生 态 文
明 城 市 等 相 关 标
准，积极开展公园
绿地、小游园、道
路 绿 化 、街 头 绿
地、河道绿化等各
项绿化建设，逐步
把 西 山 区 建 设 成
森林式、园林式、环
保型、可持续发展
的生态城区。

在产业结构调
整上，西山区优化

升级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现代医药、物流等轻型
产业，实现了从偏重到轻重协调的良好局面；在产业布
局调整上，规划建设海口工业园区、长坡物流园区物
流、生物医药食品加工园区与泛亚金融产业中心园区，
通过大力完善园区基础配套设施，不断吸引企业向园区
集中，形成产业集群，提高产业集中度；在产品结构调
整上，按照初级到精深的调整思路，不断促进资源型产
业延伸产业链、发展高端下游产品、提升资源利用率和
资源就地转化率，实现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的双赢。

截至 2014 年底，西
山区 58 家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同 比 下 降 23.47%；
实现工业增加值
41.60亿元，万元
工业增加值能耗
为 0.9459 吨 标
准煤，同比下
降 31.78% 。 4
年前，西山区
就 完 成 取 缔 、
销 毁 燃 煤 风 炉 、
热水炉的工作，禁
燃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 效 ， 确

保了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百分之百。

提升生态品质

“十二五”期间，是昆明市委、市政府持续加快滇池
污染治理的重要时期。2009年以来，西山区就围绕滇池

（草海）保护治理与开发建设，立项审批总投资接近
148.5亿元的26个项目。目前入滇河道截污、水环境综
合整治、湿地公园建设、生态修复、滇池湖滨生态带建
设、河滨公园建设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2011年，作为西山区“升级”的第一个生态湿地，
集生态保护、科普教育、自然野趣和休闲游览于一
体的高品质湿地公园——西华湿地对外开放，随
后，西山区又陆续打造了白鱼口、海丰、西华等湿
地，现已成为市民周末出游的好去处。

2010年西山区已编制完成的《城乡园林绿化
及生态建设规划方案》、《高海路沿线地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等几个不同类别的规划，为把西
山建设成为山水园林城市，西山区构架起了
以公共绿地为基础，以道路、河滨绿化为骨
架，以城市公园、休憩广场为主体，以社区
庭院绿化为补充的城市绿网体系建设。

在西山区，滇池湿地守护者陈国
清坚守湿地 7 年，种下 9000 余棵绿
树，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其中；
近百人的“巾帼打捞队”，23 年
坚 持 打 捞 滇 池 中 的 垃 圾 与 水
藻；春苑社区“环保达人”张
翠英，从身边小事做起，节
水、节电、低碳出行，并
带动了身边的一群人。

半城山水半城湖 半城春色半城梦

昆明西山 迈步绿色生态路
马铱潞 郭雪艺

近年来，云南临沧市临翔区主动融入云南大旅
游产业发展战略，努力打造“恒春之都首爽临翔”
的城市名片，依托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和富有的绿
色生态景观，正在逐步建设旅游观光、休闲度假、
康体养生、投资产业的大美胜地。

不以破坏大生态来营造小生态

青山环抱、绿水长流、日照充足、气候宜人、
冬暖夏凉、空气湿润……这些词汇描述的是拥有得
天独厚自然条件的临翔。

临翔全区森林覆盖率75.8%，大小河流48条，平
均海拔1450米，境内负氧离子含量高，常年气温18
摄氏度，城市绿化面积 20余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
40%，绿地率35.8%。

临翔区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不以破坏大
生态来营造小生态”，着手实施了生态农业、生态工
业、生态服务业、生态人居、生态文化、资源保障
与环境治理等六大工程，有效实施保护区建设、生
态公益林管理、退耕还林等工程，围绕“天蓝、地
绿、水净、气爽”的目标，坚持“守住生态底线、
维护生态安全、生态优先、全面发展”的原则，加
大自然环境保护力度，认真落实节能减排措施，大
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临翔区从产业转型升级、培育绿色品牌、特色
城镇化等中探索生态临翔的绿色崛起之路，紧紧抓
住临沧市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机遇，以发
展总部经济、庄园经济为抓手，着力构建更符合绿
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高效发展要求的产
业体系，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积极培育新
兴产业集群，实现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绿色经济

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变，奋力推
动临翔绿色发展。

推进绿色生态
化创建“森林城市”

实现“全域景区化、城市
园林化、道路林荫化、乡镇全
绿化、村庄林果化、田园景观
化”是临翔区走绿色生态之路
的目标之一，临翔区充分发挥
临 沧 城 中 心 城 市 和 政 治 、 经

济、文化、信息、金融、教育中心的优势，建立起
一套符合临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新办法、新
机制，加快先行先试，主动承担起改革的“试验
田”、“火车头”和“排头兵”的作用，启动了森林
临翔标准体系建设工作，森林临翔建设将更加规
范、更加科学合理，实现了城乡绿色生态化发展。

以加大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力，提升城市综合
竞争力为目标，围绕“林在城中、城在绿中、人在
景中”的思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大城乡建设
管理力度，在城镇建设中以建设生态城市为目标，
以创建“森林城市”为引领，以城市森林公园建设
为重点，建设布局合理、生物多样、景观优美、特
色鲜明、功能完善的城市绿化系统，提高临沧城的
绿化率。深入实施以“绿化、美化、亮化、净化”
和整治“治安、交通、建设、市场秩序”“四化四整
治”为主要内容的临沧城市容市貌整治活动，大力
整治私搭乱建行为，着力治理城市“脏、乱、差”
现象。科学规划设计城市建筑物色调搭配，实施老
城特色提升工程，加快新城建设，打造彩色城市。

实施临翔区标准化城市管理项目，搭建数字化
城市管理平台，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充分利用
临翔独特的自然条件，精心规划设计，打造风格各
异、特色鲜明、功能完善、分工合理的生态乡镇、
生态乡村。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广泛开展

“生态乡镇”、“文明新村”创建活动，实施“一乡一
个垃圾处理场所、一村一个垃圾处理池、一村一个
公益性公墓”工程，积极推广使用沼气、天然气、
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加强村庄环境卫生整治，强化
村庄保洁，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制定村规民
约，引导村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目前，全区共建成博尚、南美、蚂蚁堆 3 个森
林乡镇；建成博尚腾龙、凤翔石房、南信桥、蚂蚁
堆龙洞、邦东团山新街等 12 个森林村庄，建成文
华、忙令、青华等 120 个森林社区和 1200 户森林家
园示范户。在“洁净临沧”行动中，已创建 39 个
洁净村庄、468 户洁净庭院示范家园，居临沧全市
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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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云南电（郭雪艺）“目前，昆明市
贫困群众的住房难、就业难、行路难、饮
水难、增收难、上学难、看病难‘七难’
问题得到较好解决。”7月 10日，昆明市副
市长阮凤斌在云南省政府举办的“向贫困
宣战 建幸福家园”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据介绍，昆明市是集大都市、大农
村、大山区、大贫困四位一体的省会城
市，有东川、禄劝、寻甸 3个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和倘甸扶贫开发试验示范区，
是全国有 3 个以上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的省会城市之一 （全国这样的省会城市有 4
个，分别是石家庄市、呼和浩特市、南宁市
和昆明市）。

“十二五”以来，昆明市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7.4
万人，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贫困群众

的住房难、就业难、行路难、饮水难、增收难、上学
难、看病难“七难”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2011至 2014年，昆明市共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4.43 亿元，实施项目为整乡 （村） 推进、产业扶贫、

劳动力转移培训、扶贫信贷 （到户贷款）、革命老区、易
地扶贫、安居工程、互助资金等。昆明市农村贫困人口已

从2011年末的33.75万人下降到2014年末的20.75万人 （不
含嵩明和安宁），贫困发生率从 2011年的 11.2%下降到 2014

年的7.1%。
阮凤斌表示，到2017年底，昆明将实现20.75万扶贫对象

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本报电（黄丽萍、杞耀彬、孟垂
瑞） 7 月 11 日，是郑和下西洋 610 周
年纪念日暨中国航海日，当天，“《大
家》·晋宁大航海诗歌艺术汇”在郑和故
里晋宁县正式启动。活动由《大家》杂
志社与晋宁县委宣传部联合举办。

据介绍，郑和家乡人民举办大航
海诗歌艺术汇，意在用诗歌和艺术来

解读航海巨人七下西洋的壮举，展现
郑和代表的包容、勇敢、自信的民族
精神，为“郑和”这一历史文化名片
注入丰沛辽阔的诗歌内涵，为滇池之
滨的古城晋宁注入全新的“大航海”
精神，续写新时代的伟大篇章。同
时，进一步丰富晋宁文化艺术生活，
助推晋宁文化事业发展，扩大晋宁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

云南省晋宁县位于滇池西南岸，有
着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滇文化的发
祥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故乡，世界四
大磷都之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及区
位优势，更使其自古以来成为通往滇
南、滇西的锁钥枢纽，也成为链接我国
内陆与东盟间的“黄金走廊”。

昆明20万扶贫对象
到2017年吃穿不愁

大航海诗歌唱响郑和故里

▶采摘古茶的拉祜族人。

▼临翔博尚油菜花。

▲清澈的西山入滇河道。

▶西山区湿地公园打捞队。

据新华社昆明电 （记者岳冉冉） 记
者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云南
曲靖市八塔台墓地2号堆主动性考古发掘
工作9日启动。

八塔台墓群是云南地区保存较为完
整，墓地规模较大，叠压打破关系十分
复杂的重要古墓葬群。其青铜时代墓葬
年代始于春秋早期，延续至西汉，到南
宋后期又开始作为火葬墓地使用直至明
末 。 墓 地 沿 用 时 间 长 达 1200 年 左 右 。
2006年5月，八塔台古墓群被国务院批准
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墓地由八个彼此相连而又相对独立
的椭圆形土堆组成，现存总面积4200平方
米。1978年至1982年，云南省博物馆文物
工作队对一号堆、二号堆（北部）进行了七

次发掘，其中一号堆清理墓葬5座，二号堆
清理竖穴土坑墓 348座、火葬墓 304座，出
土器物计 1800 余件。青铜墓葬主要出土
的随葬品有：陶器、青铜器、铁器、玉器，其
中青铜器数量较多，包括兵器、生产工具、
生活用具、装饰品、钱币、印玺等；火葬墓
出土盛殓骨灰的葬具有陶、釉陶、瓷三种
质地的罐及各式铜镜、钱币、铜片、铁片、
料珠、水晶珠、海贝等。

本次发掘将利用无人机、考古测量
仪、三维建模等设备及技术全面采集各类
原始数据及资料，将重新厘清墓葬间的层
位关系，包括平面关系和纵向关系，以及
墓葬形成和分布的规律。并以此为基础，
结合墓葬的典型器物组合关系，进一步构
建墓葬的编年序列，把握其文化内涵。

青铜时代八塔台墓地

考古发掘启动

7月 10日，为
期8天的2015中国
昆明泛亚石博览会
在云南昆明国际会
展中心开幕。本次
石 博 会 共 有 2800
多个标准展位，吸
引了来自中国、斯
里兰卡、缅甸、韩
国 、 澳 大 利 亚 等
22 个国家和地区
的客商前来参展。

云南举办云南举办
石博会石博会

上图：石博会上
“奇石宴”。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左图：参观者在
欣赏玉石内部纹理。

新华社记者
吕 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