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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绿色成为发展底色

良好的生态，是七彩云南
最亮丽的一张名片，也给了保
山市发展的方向和底气。

阵雨过后，云雾里的腾冲
市清水乡三家村中寨司莫拉
佤族风情村犹如仙境，风中带
着清新的泥土味。这里村落
依山而建，山川秀美、梯田婉
约、竹林掩映、阡陌纵横、庄稼
长势旺盛，处处散发着佤山的
盎然生机。

2015 年，黑龙江省齐齐
哈尔市人刘军到这里旅游，原
本一天的行程，硬是住了半个
月。“这边四季如春，来了就不
想走了。”几个月后，刘军带家
人再次返回，他们从当地老乡
手中租下了一个老房子，将其
设计改造成一个跃台式三层
民宿。“好环境就是卖点，游客
都是回头客，生意越来越好。”
刘军告诉记者。

今年1月19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云南考察期间，还专门
看望了三家村中寨司莫拉佤
族群众。“我们要认真思考脱
贫后的产业发展，实现乡村
振兴。”三家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赵家清介绍，习
近平总书记为村里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指明了方向，提振
了精气神，大家谋发展的劲
头更足了。

2019 年，中寨司莫拉佤
族村成功申报国家 3A级景
区。今年6月3日，腾冲市清
水司莫拉幸福佤乡旅游专业
合作社挂牌成立。在刘军看

来，“有了专业化管理，景区运
作将更加规范，未来发展前景
更值得期待。”

建设一座宜居之城

盛夏时分，记者登上云南
省保山市新晋国家4A级景区
青华海湿地的地标性建筑
——高9层的仿古建筑永昌
阁。凭栏眺望，脚下宛若一片
绿色的海洋：近处，水榭楼台
鸟语花香；远处，林木葱郁绿
意盎然。

站在青华海湿地景区的
湖边，望着不时飞起的水鸟，
70年代出生的保山市民徐利
民满是感慨：“听家里老人讲
以前这里是碧波万顷的湖
面，但从我记事起这边都是
农田了，没想到能有今天这
番景象。”

青华海湿地的重生，得益
于2016年保山市启动实施的

“三个万亩工程”项目：青华海
万亩湿地恢复工程、万亩观光
农业恢复工程、东山万亩生态
治理植被恢复工程。“当年治
理青华海湿地时，保山市委书
记赵德光亲自担任工作组组
长，经常会过来检查和督促施
工情况。”一位曾参与过青华
海湿地恢复工程施工的工程
人员对记者说。

东山万亩生态治理植被
恢复工程启动后，通过“山
脊戴帽子、坡面栽林子、沟
底建坝子”的生态修复措
施，让原本荒凉的东山，如
今已成为保山新的“网红

点”。记者采访中看到，山
顶上一处由农家小院改建而
成的民俗点，等待用餐的游
客都排起了队。

“远处是青华海湿地，近
处是万亩生态观光园，脚下是
东山森林公园，这就是我们保
山市生态发展的蓝图。”站在
东山之顶，说起保山未来的发
展，陪同采访的一位当地工作
人员表现得信心十足，“再过
上几年，保山将成为一座名副
其实的生态之城。”

旅游促农民致富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
则文明衰。如何守护好这一
方“好山、好水、好生态”，成了
保山人不断思考并为之不懈
努力的重大课题。

在隆阳区潞江镇百花岭
村，过去村民进山砍伐、打猎，
靠山吃山成了再寻常不过的
事，而如今树对于这里的村民
来说都是宝。生态环境改善
了，高黎贡山的鸟类越来越多
了，目前所记录的鸟类总数约
占 云 南 省 鸟 类 总 种 数 的
43.3%，百花岭村也被誉为观
鸟胜地。

2009 年，百花岭村民建
起了第一个鸟塘，为外来拍
鸟爱好者提供观鸟服务，每
个机位收费20元。目前，百
花岭已经有20余个鸟塘，每
份机位收费 50—100 元，盒
饭每人20元一份。 随着外
来拍鸟的人数不断增多，村
民们增建鸟塘的同时也逐渐

形成了观鸟产业。而随着观
鸟产业的逐渐成熟，百花岭
陆续形成了“背包、鸟导、送
饭服务、销售、物流”等系列
旅游服务。

“现在来我们这里玩很
方便，吃住行一体，游客到达
后先在民宿休息一会儿，走
几步路就可以到餐馆吃特色
小炒和野菜，要去山里我们
会开车把游客送到鸟塘，还
由专人为他们讲解。如果游
客在山里待很长时间，他们
可以提前订餐，我们再送过
去。”村民葛宝智告诉记者，
他做鸟导一天能有500元收
入，百花岭跟他一样做鸟导
的村民有100多人。

从 2016 年起，百花岭每
年举行一次高黎贡山国际观
鸟周，鸟网会员、摄影师、鸟类
保护者齐聚于此观鸟。2019
年，这里接待的观鸟旅游者超
过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3500万元，百花岭观鸟名片
已从国内走向世界。

在位于施甸县善洲林场
的杨善洲事迹陈列室，“人民
公仆杨善洲”几个红色大字格
外显眼，前来学习的党员干部
络绎不绝。

1988年，杨善洲退休后便
回到家乡的大亮山带领群众
植树造林，让曾经山秃水枯的
大亮山恢复生机，森林覆盖率
从不足17%升至97.17%。紧
邻善洲林场的姚关镇雷打树
村，如今依托5.6万亩林海资
源，村民们通过发展林下经济
都过上了好日子。

生态保护
与产业发展双赢

素有“极边第一城”之称
的腾冲市，有林地面积47.2万
公 顷 ，森 林 覆 盖 率 高 达
73.9%。得天独厚的自然环
境，让腾冲在康养产业发展上
占尽先机。

一位当地置业顾问告诉
记者，来腾冲买房的人都是冲
着养老去的。“海南的房子只
能冬天住，而腾冲则是四季如
春。”两年前到腾冲旅游时，北
京游客董先生买了一套三居
室，“现在父母住，将来退休了
我也来，这边空气太好了。”记
者在采访中发现，保山市旅游
和养老产业近年来一直处于
快速增长趋势。

地处高黎贡山南麓怒江、
龙川江之间的“滇西雨屏”龙陵
县，森林覆盖率达70.08%。如
何向生态要效益，龙陵县选择
发展石斛产业。如今，无论是
城市街道上，还是山区林木间，
到处都能看到石斛的身影。

昌宁县在实施退耕还林
工程中，逐步转变为以茶叶、
核桃、澳洲坚果等生态与经济
效益兼顾的林业产业发展模
式，实现林农增收与生态改善
效益共赢。2019年全县完成林
业草原总产值42.08亿元，实现
农民人均林业收入5500元。

保山市委书记赵德光曾强
调，建设现代化大城市不能盲
目，不能“骑驴看唱本”，必须要
靠规划落实，坚持规划先行，谋
定而后动，切实提升规划的前
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充分
发挥好规划的引领作用。纵观
保山城市发展，不仅连续三年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均为“优”，
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幅也位居
全省前列，实现了双赢。

“城市的发展就是要找准
自己的定位，凸显城市个性和
特色，做好近期、远期规划和
布局，实现科学合理的可持续
发展。保山市依托自身优势
走生态发展之路是一种理性
的选择。”近日，在谈起保山城
市发展所取得的成绩时，东中
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
院长于今向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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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宋 浩 通讯员 胡 瑞

云南省保山市古称永昌，寓意“永世良久、昌盛

繁荣”。它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最便捷的

陆路通道，南方丝绸之路、滇缅公路、史迪威公路和

中缅油气管道穿境而过，是云南省唯一具有双向开

放通道的州市。

近年来，保山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转变发展

方式的突破口，把生态作为立市之本、发展之基，全

力以赴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加快“生

态保山、森林保山、绿色保山、美丽保山”建设步伐。

截至目前，保山荣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市，腾冲市获得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称号，高黎贡山中亚热带山地原始林入选

第二届“中国最美森林”榜单，杨善洲精神教育基地

管委会荣获“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集体”称号。与

此同时，保山市湿地保护率达到32.29%，全市有中

国传统村落130个，居全省第一；23个村入选国家森

林乡村。

保山市昌宁县采茶姑娘在茶园边分拣茶叶。吴再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