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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和《云南
省地名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经大理市
九届人民政府第三十次常务会议研究决
定，同意对大理经济技术开发区、大理旅
游度假区和下关镇的命名，现予以公布。

一、大理经济技术开发区（23条）
（一）满江片区（13 条）
1. 育英巷（YU YING XIANG）：长 371.57

米，宽 14 米，南北走向，南起苍山路，北至
满江村规划道路。因紧邻满江中学，故名。

2. 秋水巷（QIU SHUI XIANG）：长 203
米，宽 15 米，东西走向，西起北斗路，东至
白塔河。王勃《滕王阁序》中有“落霞与孤
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名句，满
江北临洱海，故有此景。

3. 珠海路（ZHU HAI LU）：长 1585 米，
宽 18 米，东西走向，西起盘山道路，东至石
房子片区规划 2 号路。满江曾是凤仪县珠
海乡所在地，故名。

4. 春华路（CHUN HUA LU）：长 764.29
米，宽 32 米，南北走向，南起大凤路，跨菠
萝江北至红山片区规划 8 号路延长线。开
发区创业艰难，取春华秋实之意。

5. 福 源 路（FU YUAN LU）：长 932.72
米，宽 32 米，南北走向，南起大凤路，跨菠
萝江北至红山片区规划 8 号路延长线。开
发区招商引资、开疆拓土，进行城市建设，
实乃幸福之源。

6. 湖光路（HU GUANG LU）：长 1529.14
米，宽 30 米，南北走向，南起关宾路，向北
依次分别与红山片区规划线 10、6、9、8 号
路交叉，跨白塔河后至红山下苍甸村。北
有红山，东有晋湖，含湖光山色之意。

7. 枫林路（FENG LIN LU）：长 1138.026
米，宽 20 米，南北走向，南起关宾路，向北
依次分别与红山片区规划线 10、6、9 号路
平面交叉后至红山片区规划 8 号路。暗含
红山之“红”。

8. 彩 霞 路（CAI XIA LU）：长 1102.67
米，宽 24 米，南北走向，南起关宾路，向北
依次分别与红山片区规划线 10、6、9 号路
平面交叉后至红山片区规划 8 号路。与满
江“秋水路”相呼应，取落霞满天之意。

9. 金凯路（JIN KAI LU）：长 2580.27 米，
宽 32 米，东西走向，西起红山片区规划 1
号路，向东依次分别与红山片区规划线 2、

3、4、5 号路平面交叉后至红山片区上苍甸
村，向南与红山片区规划 10 号路平面交叉
后至关宾路。 谐音“经开”。

10. 吉祥路（JI XIANG LU）：长 580.731
米，宽 42 米，南北走向，南起关宾路，北至
红山片区规划 8 号路，与海开委览川路相
接。取吉祥如意、幸福安康之意。

11. 波 江 路（BO JIANG LU）：长 556.23
米，宽 20 米，东西走向，西与红山片区规划
3 号路，向东与红山片区规划 4 号路平面交
叉后至红山片区规划 6 号路。波罗江横穿
满江片区，故名。

12. 兴 业 路（XING YE LU）：长 913.51
米，宽 20 米，东西走向，西与红山片区规划
3 号路，向东与红山片区规划 4、5 号路平
面交叉后至红山片区规划 6 号路。开发区
百业待兴，取振兴伟业之意。

13. 锦 程 路（JIN CHENG LU）：长
620.926 米，宽 16 米，东西走向，西起红山
片区规划 1 号路，东至红山片区规划 2 号
路。取锦绣前程之意。

（二）上登片区（10 条）
1. 鸿基路（HONG JI LU）：长 289 米，宽

15 米，南北走向，北起加工工业小区，南至
防火通道 2 号路。鸿图大业之基。

2. 长风路（CHANG FENG LU）：长 1710
米，宽 24 米，东西走向，西起 4 号路，东至
关宾路。李白《行路难》有“长风破浪会有
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之名句，指开发区事
业终将取得辉煌成就。

3. 骏业路（JUN YE LU）：长 1860 米，宽
18 米 ，南北走向 ，北起 1 号路 ，南至关宾
路。与“鸿基路”照应，指伟大的事业。

4. 彩 虹 路（CAI HONG LU）：长 1650
米，宽 18 米，东西走向，西起 4 号路，东至
关宾路。工业区事业兴旺，五彩缤纷，万
紫千红。

5. 蓝 天 路（LAN TIAN LU）：长 1020.4
米，宽 18 米，东西走向，西起 4 号路，东至 3
号路。紧邻飞机场，又地处山头，仰望蓝
天，浮想联翩。

6. 云帆路（YUN FAN LU）：长 990 米，
宽 18 米，南北走向，北起 1 号路，南至 6 号
路。与“长风路”相呼应。

7. 扬帆路（YANG FAN LU）：长 610 米，
宽 24 米，东西走向，西起 4 号路，东至 2 号

路。上登工业园区北眺洱海，含扬帆起航
之意。

8. 望 海 路（WANG HAI LU）：长 1830
米，宽 24 米，南北走向，南起消防通道 2 号
路，北至关宾路。北望洱海，心胸为之开
阔。

9. 来宾路（LAI BIN LU）：长 1740 米，宽
18 米，南东走向，南起关宾路，东至消防通
道 1 号路。大理扩大对外开放，喜迎四方
宾朋。

10. 启林路（QI LIN LU）：长 1320 米，宽
24 米，东西走向，西起 4 号路，东至消防通
道 1 号路。《左传》有“筚路蓝缕，以启山
林”，有拓荒、创业之意。

二、大理旅游度假区（1条）
1. 弘圣路（HONG SHENG LU）：长 4041

米，宽 30 米，南北走向，南起大理感通旅游
公路，北至三塔路中段。该路为 2007 年 6
月 27 日 ，大 理 市 人 民 政 府 以（大 市 政 批

〔2007〕119 号）批准命名的弘圣路的向南、
向北沿长线。

三、下关镇（17条）
1. 玉海路（YU HAI LU）：长 710 米，宽

11 米；东西走向，东起兴盛北路口西止鹤
庆路口。该路隐喻当地历史文化的内涵。

2. 富民路（FU MIN LU）：长 636 米，宽
9.5 米 (含人行道）；东西走向，东起小关邑
村口西止大展屯村口。该路地名喻富足、
安定之义。

3. 盛林路（SHENG LIN LU）：长 350 米，
宽 10 米（含人行道）；南北走向，南起二水
厂普陀路北至大理州儿童医院路口。该
路以兴盛路和小树林名称命名。

4. 阳 南 路（YANG NAN LU）：长 1149
米，宽 38.6 米（含人行道）；东西走向，东起
盛林路西至新世纪花园小区。该路因紧
倚阳南河故命名阳南路。

5. 榆 锦 路（YU JIN LU）：长 905 米 ，宽
16 米；南北走向，北起阳南路南至普陀路
口。该路寓意前程似锦。

6. 瑞祥路（RUI XIANG LU）：长 637 米，
宽 16 米；东西走向，东起大理州儿童医院
西至玉海豪庭。该路寓意吉祥、吉利、祥
和之意。

7. 怡海路（YI HAI LU）：长 415 米，宽 30
米（含人行道）；南北走向，南起怡海蓝天北

至普陀路口。该路以附近小区名称命名。
8. 海 川 路（HAI CHUAN LU）：长 782

米，宽 17.5 米（含人行道）；东西走向，西起
214 线，东至兴盛路口。该路寓意百川汇
聚，海纳百川之意。

9. 榆 洱 路（YU ER LU）：长 400 米 ，宽
17.8 米（含人行道）；南北走向，北起全民健
身中心南至大关邑。洱海古称“榆泽”，该
路因临近洱海边，故根据洱海古称及榆华
社区命名。

10. 文苑路（WEN YUAN LU）：长 387.24
米，宽 16 米（含人行道）；南北走向，南起鸡
足山路北至人民北路路口。该路寓意文
人聚集的地方。

11. 瑞荷路（RUI HE LU）：长 771.05 米，
宽 14 米（含人行道）；南北走向，南起鸡足
山路北至人民北路路口。该路寓意吉祥、
祥瑞之意，以荷花命名。

12. 学 文 巷（XUE WEN XIANG）：长
127.23 米，宽 8 米；东西走向，东起惠丰瑞
城东面 1 号道路西至雪人路延长线。该路
寓意学习文化的地方。

13. 望 北 路（WANG BEI LU）：长 455.6
米，宽 25 米；位于大关邑自然村内，南北走
向，南起杨新合户，北至广电路。该路以
方向位置命名。

14. 源 清 巷（YUAN QING XIANG）：长
215 米，宽 15 米；位于大关邑自然村内，东
西走向，东起杨家兴户，西至汤家祺户。
寓意源清流洁。

15. 政通巷（ZHENG TONG XIANG）：长
319.6 米，宽 17 米；位于大关邑自然村内，
南北走向，南至大观停车场，北至赵桂宾
户。该路寓意政通人和。

16. 榆 盛 巷（YU SHENG XIANG）：长
326.1 米，宽 16 米；位于大关邑自然村内，
南北走向，南至杨东利户，北至广电路。
沿用历史地名。

17. 希望路（XI WANG LU）：长 520 米，
宽 25 米；位于大关邑自然村内，南北走向，
南至洱河北路，北至兴盛北路。寓意为希
望之意。

特此公告
大理市民政局

大理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 1月 22日

大理市民政局 大理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大理经济技术开发区、大理旅游度假区和下关镇地名命名的公告

“我是党小组长，是村里第一个在‘三线’

划定中带头拆除靠近洱海商铺的。保护洱

海是大家的事，我们支持。”2019 年 1 月 16
日上午，沐浴着冬日暖阳，在大理洱海之滨

古生村，白族妇女李延芬带着调研组察看

了她家刚拆除不久的商铺旧址，在湖边，她

指着阳光下银光闪闪的洱海说：“你看，水

很清吧！”

站在岸边远眺，静卧在苍山脚下的洱

海，在阳光的映照下，万顷碧波，湖光山色，

风情万种。微风吹过，波澜不惊的湖面，氤

氲缭绕似仙境，鸥鸟戏水舞蹁跹，一派“笙

歌缭绕轻烟里，疑是蓬莱梦中行”的人间美

景。

洱海古称“叶榆泽”，位于大理白族自治

州 大 理 市 境 内 ，是 云 南 省 第 二 大 高 原 湖

泊。湖泊面积 252.91 平方公里，流域面积

2565 平方公里，蓄水量 27.94 亿立方米；大

小入湖河流 117 条，全长 23 千米。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洱海，

这个被大理人民引以为豪的“母亲湖”，从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不断出现“生产生

活对湖体过渡侵蚀”“流域污染日益加重”

“污染负荷不断增加”“蓝藻大面积暴发和

聚集”……洱海的美丽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进入本世纪以后，大理州、市历届党委、

政府一直在采取多种措施进行保护治理，

然而，由于保护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超

出想象，洱海保护治理始终难如人愿，形势

仍然严峻。

2015 年 1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大

理洱海视察。总书记对洱海的未来留下了

美好期许，殷殷嘱托重如千钧。大理的干

部群众牢记嘱托，探索出了依法治湖、科学

治湖、工程治湖、全民治湖和网格化管理的

“四治一网”治理之路，启动洱海保护治理

“七大行动”、“三线”划定生态搬迁等一系

列攻坚战和持久战。经过近 4 年的保护治

理，生态环境部公布显示 2018 年洱海水质

为优，创纪录地有 7 个月达到Ⅱ类水质，大

理 市 水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受 到 国 务 院 通 报 表

扬。

“七大行动”奏响洱海保护
治理强音

1 月 18 日下午，大理市正阳社区，一场

由大理州委宣传部主办的“讲个洱海故事

给您听”主题宣讲活动正在进行中。几位

亲身参与了洱海保护治理“七大行动”的环

保职工、警官、记者、乡镇干部等，绘声绘色

地向现场的各界干部群众讲述一个个保护

洱海的感人故事。

2017 年年初，面对洱海保护治理的严峻

形势，云南省委、省政府作出了“采取断然

措施，开启抢救模式，保护好洱海流域水环

境”的决策部署，全面打响了洱海保护治理

攻坚战和持久战，力争从根本上治理洱海

水污染、修复水生态、改善水环境。

随后，大理州迅速启动了以洱海流域

“两违”整治行动、村镇“两污”治理行动、面

源污染减量行动、节水治水生态修复行动、

截污治污工程提速行动、流域综合执法监

管行动及全民保护洱海行动为主要内容的

洱海保护治理“七大行动”，州级和大理市、

洱源县分别成立了“七大行动”指挥部，并

选派 16 支“七大行动”工作队进驻洱海流域

各乡镇开展工作。

——围绕前三年完成洱海保护治理“十

三五”规划 80%投资任务的目标，全面加快

推进流域截污治污、入湖河道综合整治、流

域生态建设、水资源统筹利用、产业结构调

整、流域监管保障六大工程 48 个项目的建

设 工 作 。 采 取 签 订《政 治 责 任 状》《承 诺

书》、“百日攻坚”等措施，倒排工期、倒逼责

任、挂图作战，2018 年 6 月 30 日，洱海流域

截污治污体系如期实现闭合。累计完成投

资 57.3 亿元，构建了由 10 个污水处理厂、34
座村落污水处理设施、2263.69 公里管网、

7.35 万座农村化粪池、314 个库塘、2.39 万亩

湿地有机组成，覆盖流域 12 个镇（办事处）、

431 个自然村（含 2 个安置片区）的环湖截污

治污体系，基本实现污水收集处理循环利

用。

——围绕节水治水和生态修复，投资

5012 万 元 实 施 海 西 高 效 节 水 减 排 项 目 ，

2018 年完成节水减排面积约 3.25 万亩，全

年农业灌溉用水量较去年同期下降 20%以

上；严格落实“河长制”，新增河道断面水质

监测点 141 个，建成入湖河道自动监测站 31
座，临时封堵入河入湖口 178 个，有效防止

沟渠水、农灌水直接入湖；加快推进统筹供

水工程，7 座自来水厂开始试供水；开展非

煤矿山（区）地质灾害治理、植被恢复工作，

实施凤尾箐等 14 个矿点（区）生态修复工

程，完成普和箐第三期修复；全面加快推进

海东面山绿化工程，绿化造林 1.47 万亩，退

耕还林 0.39 万亩。

——围绕面源污染减量，编制了《大理

市生态农业发展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规划

（2018-2025 年）》，全力推进“三禁四推”工

作 。 2018 年 投 资 1316.87 万 元 ，回 收 蒜 种

5995.45 吨，大蒜种植面积从 2.91 万亩压缩

到 0.49 万亩。印发《大理市开展洱海流域农

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打造“洱海绿色食品

牌 ”实 施 方 案（2018-2020 年）》，积 极 开 展

“三品一标”认证工作，认证无公害农产品

产地 6.2 万亩、绿色食品生产基地 0.6 万亩，

无公害农产品 37 个、绿色食品 9 个，涉农中

国驰名商标 6 个；关停、搬迁了规模化畜禽

禁养区内 43 户规模化养殖场。

——围绕流域“两违”整治，持续整治

违章建筑、违规经营，下发《关于立即停止

全 市 洱 海 流 域 农 村 个 人 建 房 的 紧 急 通

知》，叫停全市洱海流域范围内所有农村

个人建房，按“一户一档”要求进行全面排

查，分类梳理。“七大行动”实施以来，累计

拆 除 违 章 建 筑 1283 户 、面 积 11.84 万 平 方

米。制定出台《大理市乡村民宿客栈管理

办法（试行）》《大理市餐饮业管理办法（试

行）》，对 2017 年全面叫停核心区内的 1900
户餐饮客栈进行复核，达到复业要求的有

序开展恢复营业。目前，已恢复营业 1202
户。

——围绕村镇“两污”治理，出台《大理

市餐厨垃圾收集处理办法》《大理市餐厨垃

圾收运处理一体化项目运营实施方案》等

制度，持续开展洱海流域“三清洁”活动，收

集清运生活垃圾 33.37 万吨、建筑垃圾 9061
吨，清理河道淤泥杂物 3.3 万吨；建成总长

16.4 公里的大理至下关污水应急管道，继续

实施分散式农村污水收集大行动，累计清

运污水 58.75 万立方米。

生态搬迁筑起洱海休养生
息的生命线

双廊，位于大理市的东北端、洱海的东

北岸，是云南省省级历史文化名镇，被称为

“苍海风光第一镇”。近年来由于旅游呈现

爆发式增长，管理与环保工作滞后，当地一

些客栈与餐厅经营者私搭乱建、随意向洱

海排污现象一度愈演愈烈，成为洱海保护

治理的一个难点和重点。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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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市城市交通拥堵综合整治
“三年行动”2016年任务分解表

——见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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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理：谱写洱海保护治理新篇章
编 者 按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祉，

关乎民族未来。2015 年 1 月 20 日，习

近平总书记亲临云南大理洱海视察，

殷切叮嘱干部群众一定要把洱海保

护好，让“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

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四

年来，大理干部群众牢记总书记的嘱

托，强化政治担当、责任担当、历史

担当，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启动了

洱海保护治理“七大行动”、“三线”

划定生态搬迁等一系列攻坚战和持

久战，探索出了“全域治理，系统修

复，综合整治，绿色发展，全民参与”

的洱海保护治理新模式，有效推动了

洱海保护治理的深入开展，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2019 年初，光明日报调研

组走进大理洱海之滨，就当地干部群

众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做法进

行了调研。
杨忠明 摄杨忠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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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始终应该像茶一样，越陈越香，越
喝越淡，醇厚的香气是岁月留下的美好，
淡泊宁静是生活的真谛。

茶一开始采摘于深山老林的古茶园，
经杀青、揉捻、压制成饼，藏于茶仓，等待
漫长的时间，成就出完美的茶汤。时间最
公平的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每一天每
一月都是必经之路，且过去便不再来。普
洱茶以独具魅力的特点，把记忆留下，春
天的繁花，夏天的虫鸣，秋天的落叶，还有
冬天的白雪，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都能
找回失去的光阴，是长亭古道，是远山远
树，是诗和远方。只属于你一个人。

年轻时未必会喜欢茶，当人到了一定
的年纪，茶的滋味，苦涩然后回甘，才会打
动你。原来人一生，不曾虚度光阴。一杯
润和的茶汤，澄澈透明。闲适安逸，只有
茶才能带来平淡的幸福。

云是一个老导游，年近五十还带着游
客行走于苍洱之间。她十多年前穿着的
白族衣服，至今还可上身，除了年纪，她一
直乐观积极地活着。她偶尔会来店里买

点茶，不急的话，坐下来喝几杯茶。那天
忽然下起大雨，她坐着等雨停。喝了几杯
易武白茶。白茶制茶简约，其味平淡甘
甜，冬日的阴雨天气，一杯白茶于山光水
色间，洞悉阴阳的变化。一方茶席，明净
清澈，于是山有了山情，水有了水意，桌上
菖蒲也有意蕴。

云忽然轻声说起了她的故事，好像雨
天特别容易唤起记忆，她说：“今天是我
先生的祭日，他已经离开两年了。他从
生病到去世，也就一年时间。他舍不得
我和儿子，一直觉得对不起我们，却还是
走了。”她喝了口白茶，又说：“我做导游
赚的钱全给他治病用了，我不后悔，为爱
人付出，不管物质和感情都心甘情愿。”
云是个坚强的白族女人，五十岁的年龄，
几 乎 和 她 一 起 出 来 当 导 游 的 人 都 已 转
行。她却执着于把苍山洱海、风花雪月，
带着游客去看。

我突然觉得，人生是一场修行，你的
努力和坚持，是生命中最美的风景。我们
一开始不断认识世界，然后慢慢地学会取

舍，把名利放下，留下纯净，把浮躁不安抛
下，留下专注。把恶换成善良，把不完美
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好。你的世界是一个
花园，当你置身其中，繁花似锦，万物有灵
且美，这便是最美的风花雪月。

好的茶如山中的泉水，能自动往心中
流淌，清心安然。好的茶是亦动亦静，是
一种对生活的过滤和态度。

我喜欢每一杯经过时间沉淀的老茶，
它的香气，它的韵味，它的汤色，流淌过时
间的河流，如花静静开放在山谷中，没有
感慨和伤怀，好像多说一句，便是错过，急
一点点就打破了山水间的宁静。细细的
品味一杯茶，把四季分明的人间一一看
遍。用心去感受茶，用文字去读懂茶，于
是茶有了醇香和厚度，有了时间的沧桑变
化，有了春回大地万物生长。

与茶的日子越长，人越发的安静，用
茶来把生活过得朴素快乐，从而抚慰从来
都不容易的人生，并找到那个不一样的自
己，从此不会
觉得孤单。

茶 里 ，有
诗经的相思，
有 唐 诗 的 踏
歌而行，有宋
词的杨柳岸，
即 使 相 知 恨
晚，一杯茶里
就 遇 见 了 南
山。

最 美 风 花 雪 月
○赵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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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幺姑娘，父母的疼
爱在她心里早已种下“善待他人”的种子；她
也是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中心福利院的院长，
她把院民当亲人，甘愿做他们的“干女儿”，整
天围着一群特殊的人打转转。二十多年来，福
利院的老人们走了一茬又一茬，同事换了一拨
又一拨，唯有覃丽华依然坚守在这座宁静的院
子里。

福利院是一个特殊的大家庭，其成员都是
由痴、呆、傻、盲、聋、哑、孤、寡、独等弱势群体
组成，他们性格怪癖，生活习惯各异，有的生
活还不能自理。面对这样一群老人，覃丽华带
领福利院员工，几十年如一日，不嫌不弃，精
心照料着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作为院长，覃丽华凡事都亲力亲为。为了
更好地为老人们服务，覃丽华自学了理发、按
摩等技艺，以方便那些腿脚不便和身体不舒服
的老人。她总是有求必应。老人们都亲切地
称她“医生”“理发师”“救星”。

一 次 ，老 人 陈 玉 全 突 发 心 脏 病 ，生 命 垂
危。考虑到老人的儿子在外地，为了不耽误救
治时机，覃丽华火速把老人送到医院，垫上了
医疗费。就这样，覃丽华三天三夜都在医院里
陪伴老人，直到他脱离危险。

然而，就在当晚，覃丽华拖着疲惫的身躯
骑自行车回家时却不幸遭遇车祸，一辆飞驰的
摩托车把她连人带车撞出了五六米，覃丽华后
脑着地，血流不止，幸亏抢救及时，才捡回一
条性命。半个月后，尚未康复的覃丽华不放心
福利院的老人们，不听医生的再三劝说，执意
办理了出院手续。当她走进福利院的那一刻，
老人们一下子围了上来，一个个拉着覃丽华的
手关心地问这问那，看着老人们关切的眼神，
覃丽华的眼睛湿润了……

2019中国大理第十二届国际兰花茶花博览会兰花展开幕
1 月 25 日，由州兰花协会主办，全州

十二县市兰花协会、烟草系统、卫生系统
兰花协会和大理苍奥公司协办的 2019 中
国大理第十二届国际兰花茶花博览会兰
花展在全民健身中心开幕。

大理的兰花栽培历史悠久。近年来，
大理兰花爱好者在广泛继承传统名兰“大
雪素、小雪素、朱砂兰”的基础上，精心栽
培出“粉荷、永怀素、素冠荷鼎、碧龙红素”
等有代表性的新品、名品，使大理成为全
国兰界获奖最高最多的地区。州市党委、
政府依托大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

富的花卉物种资源，充分挖掘大理悠久的
兰花、茶花栽培历史和人文底蕴，积极发
展特色花卉产业，连续成功举办了 11 届中
国大理国际兰花茶花博览会。

2018 年，大理州特色花卉种植面积达
2.46 万亩，产量达 1.28 亿株，产值 41.8 亿
元，其中：兰花产量 1.1 亿株、产值 33.2 亿
元。大理作为云南兰花、茶花资源中心
和生产中心以及市场集散地的地位进一
步凸显，推动了大理州旅游文化产业的
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绿色发展
共享发展跨越发展。中国大理第十二届

国际兰花茶花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将对
进一步发挥资源优势、弘扬兰花和茶花
文化、提升特色花卉产业发展水平、推动
新时代大理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
作用。

市委副书记王梅芬宣布 2019 中国大
理 第 十 二 届 国 际 兰 花 茶 花 博 览 会 兰 花
展开幕。开幕式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 章 义 ，市 政 府 党 组 成 员 马 俊 民 ，市 政
协 副 主 席 乐 松 等 领 导 为 荣 获 金 奖 的 代
表颁奖。

记者 郭鹏昌

覃丽华:

20 年不忘初心
甘当最美夕阳“守护者”

覃丽华用无私奉献和责任担当播下孝
的种子，用爱的甘露滋润福利院老人的心
田。

网 友 点 评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洱海

径 流 区 主 要 河 流 是 指
弥 苴 河 及 其 支 流 凤 羽
河、海尾河、弥茨河，永
安江，罗时江，波罗江，
苍山十八溪 ；主要水库
是指海西海水库、三岔
河水库和三哨水库 ；湿
地是指西湖、茈碧湖和
按 照 洱 海 保 护 规 划 作
为洱海水源前置，具有
水 质 净 化 功 能 和 其 他
生态功能，长年生长湿
生或者水生植物、作物

的区域。
第四十二条 本条

例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
会审议通过，报云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审议批准，由自治州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公布施行。

自治州人民政府可
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
办法。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
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完）

云 南 省 大 理 白 族 自 治 州
洱海保护管理条例（修订）

▶1 月 24 日，受太邑乡大学生村官班的邀请，民盟

大理州委红烛艺术院的书画家们来到太邑村委会开展
“廉政文化进基层”活动。在太邑村委会会议室，民盟大
理州委红烛艺术院的书法家何福全、龙海峰等以书法绘
画为载体，现场即兴挥毫泼墨，让村民零距离接触书画家
的创作过程，不仅弘扬了中华传统书画艺术，更传递了崇
廉尚洁的正能量。当天，画家们共创作出风格多样的书
画作品 10余幅并赠送给太邑村委会，受到村委会干部及
村民的喜爱和欢迎。 周国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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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下午，调研组乘车沿着洱海环湖

公路，来到双廊。经过近两年的全面停业

整治，双廊如今已经大变样了。呈现在眼

前的是一个道路、排污管网等基础设施齐

全，管理更加规范，环境更加整洁优美的新

双 廊 。 双 廊 景 区 管 委 会 副 主 任 施 国 东 介

绍，目前排污达标、合法合规的 381 家客栈、

餐饮经营户恢复了经营，占了此前停业整

顿的 61%。

为了进一步加强洱海水生态保护区核

心区空间管控，恢复自然生态岸线，构建连

续完整的湖滨生态屏障，给洱海留下休养

生息的空间，进入 2018 年后，大理市在继续

强力推进“七大行动”，加快实施“十三五”

规划项目的同时，各级各部门全面启动了

“三线”划定生态搬迁工作。

这一工作涉及全市沿湖 8 个镇、24 个村

委会、1806 户。生态搬迁户数多、面积大，

户主、业主成分复杂，各种利益纠葛盘绕。

“这么多的数量，这么复杂的情况，这么短

的时间完成拆迁任务，能行吗？”多数干部

群众都发出了疑问。

面对重重困难和压力，大理市各级党委

政府没有退缩，而是主动担责，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主动迎难而上。

据大理市“三线”划定指挥部工作人员

介绍，目标任务确定后，大理市一方面就依

法向社会公布“三线”划定方案，制定下发

生态搬迁补偿指导意见、工程农用地及地

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等配套文件，另一方面

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指挥长，

市“四班子”分管负责同志、“两区一委”主

要负责同志和 30 家市级部门、9 个乡镇党政

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三线”划定项目工

程指挥部，并在各镇成立镇指挥部，同时还

派出 7 名处级领导干部为组长和 28 名科级

干部组成的 7 个驻镇工作组，包镇督促、指

导各项工作推进。

与此同时，为确保维护群众利益，切实

解决好拆迁户的过渡期安置问题，在大部

分搬迁户已通过投亲靠友方式解决的基础

上，大理市及时安排周转房 132 套，建成活

动板房 30 套、仓库 68 间 2040 平方米，解决

了 群 众 拆 迁 后 临 时 没 有 住 房 等 问 题 。 此

外，还多渠道筹集资金 30.57 亿元，加快以自

愿腾退方式推进生态搬迁目标实现。通过

一年多的艰苦细致工作，截至去年 12 月 30
日，大理市 1806 户、64.85 万平方米生态搬

迁安置户全部如期完成拆迁工作。

全民参与共同守望一泓清水
“世人都夸大理美，美就美在洱海水。

保护洱海责任大，要从我做起……洱海水清

大理兴，水泛银波柳成荫，鱼儿成群鸟儿

唱，如人间仙境。”在大理市海东镇，白族大

本曲理论宣讲团成员、“海东腔”传人李丽

和同伴们，在一个白族四合院里演唱着《保

护洱海从我做起》。2018 年起，他们在全市

已经演出近 60 场，以乡情、乡音、乡愁感动

人，群众听得格外入心。

如今在大理州、大理市，最深入人心的

一句口号就是：保护洱海，人人有责。充分

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是大理保护洱海

的宝贵经验。

早在 1988 年 3 月，大理州人大通过的

《洱海保护管理条例》中第四条明确规定：

洱海保护管理坚持保护第一、科学规划、综

合治理、永续利用和全民参与的原则。从

2014 年开始，大理州开始制作中小学洱海

保护知识专题片，向全州中小学校发放，在

每年 3 月、9 月举行洱海保护开学第一课活

动，深入扎实开展以“听一堂环保讲座、发

一份倡议书信、写一篇主题征文、开一次主

题班会、组织一次知识竞赛”为主要内容的

洱海保护知识宣传教育“五进工程”。

围绕洱海保护治理“十三五”规划、“七

大行动”计划目标，从州到市（县），无论是

机关，还是乡镇、村组，或是社区、企业、学

校，人人参与、全民治湖的社会氛围越来越

浓厚。从洱海周边餐饮客栈自行停业，流

域内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实施搬迁，土地流

转，地下井封堵，控制农田面源污染，到众

多农村家家户户化粪池建设等工作……广

大干部群众、社会各族各界都在用实际行

动保护洱海这个“母亲湖”。

在城镇社区、古生村、双廊，调研组遇

到了基层干部、垃圾收集员、滩地管理员、

拆迁户和客栈、餐馆老板，在与他们的交

谈中，他们都表达了对保护治理洱海的支

持。从机关到学校，从村镇到企业，从干

部到群众，从大人到小孩，奋勇争先。大

理各族人民怀着对洱海的深厚感情，勇于

担当，将洱海保护融入自己的工作、学习

和生活中，这也体现出了大理人对“母亲

湖”的一往情深。为了守护自己的“母亲

湖”，上至老人，下至孩童，大理人把对洱

海的呵护，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一种自

觉的行为。

湾桥镇古生村 76岁的老党员杨练说：“当

好洱海保护‘宣传员’是分内事。”每天在古

生村老年协会，杨练都会向村内老年人宣

传保护洱海的意义、政策和效果。“老年人

回到家中，多多少少能把党的政策和环保

知识讲给他们的子孙，也能影响他们的日

常生活行为，大家都来保护环境，让洱海更

清。”杨练说。李想是银桥镇磻溪完小的一

名小学生，今年 12 岁的她也是一名“洱海卫

士”。她每周在学校都要上一门名为《洱海

保护》的课程，每个月都会去洱海边参与分

类捡拾垃圾的社会实践。

全民保护洱海的行动，还有效引导了社

会各界客观理性认识洱海保护治理工作，

洱海流域各族群众、餐饮客栈业主积极响

应，顾全大局，不惜牺牲个人与局部利益，

主动停业治污，主动拆迁搬迁。

大理人在与洱海相处的过程中，充分展

现出了主人翁的姿态。大家积极行动、全

力配合，坚决支持参与开展洱海保护治理，

把保护洱海当作分内事、当作自己的义务

自觉履行，让“我不上谁上、我不护谁护”成

为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人人争当保护洱

海的宣传者、监督者、实践者。

关于洱海生态环境保护治
理的思考

洱海保护治理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复杂

的系统工程，调研中发现，目前还存在一些

亟待解决的困难。

环境承载力有限，水环境压力巨大。随

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洱海流域城镇化、

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旅游业持续升温，给

洱海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比如，30 年

前，大理市城市建成区面积仅为 7.46 平方公

里，而现在达 57 平方公里。按照有关专家

科学计算，洱海流域最大的承载人口不能

超过 50 万人，但目前已经接近 86 万人，加

上在册的 6 万多流动人口，实际上已经达到

92 万人的承载。

流域生态退化，生态修复能力减弱。洱

海保护治理取得的初步成效具有阶段性、

局限性和不稳定性，洱海水环境的稳定向

好确非一日之功。洱海湖滨带宽度较窄，

外围缺乏缓冲带，对流域入湖污染、特别是

环湖农田面源污染截留净化能力不足，发

生蓝藻的风险较高。

项目资金缺口大，资金筹措困难。由于

地方财力有限，加上尚未形成持续稳定的

投入保障机制，资金不足仍然是洱海保护

治理的最大短板。“十三五”期间，规划实施

洱海保护治理项目共 187 个，总投资 403.77
亿元。但州、市（县）财力有限，资金缺口较

大，大部分需要通过贷款融资方式筹集，保

续建、保新开工、保已建成设施运转等资金

投入压力大，亟须国家和省里有关部门的

扶持。

洱海既是大理人民的洱海，也是全国和

世界的洱海。洱海保护治理不可能一蹴而

就，“就湖治湖”“就水治水”难以从源头上

系统性地解决水质恶化及流域周边生态环

境综合修复等系列问题。必须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治理思维，

做到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

位构建生态安全屏障，从根源上破解治水

难题。

必须坚持统筹资源、精准治理。以持续

改善洱海水质为目标，认真实施《洱海保护

治理与流域生态建设“十三五”规划》和 8 个

子专项规划，完善《洱海生态圈建设方案》，

统筹各类资源，精准施策、多管齐下，整体

推进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水资源管理

“三水共治”，有效改善水环境质量。

必须坚持用生态保护倒逼发展转型。

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走出一条生态环境倒逼下的绿色发展

之路。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

民，依托当地优美自然风光与丰厚的历史

文化资源，做大做强文化旅游、高原特色农

业等产业，贯彻“招商引资、环保先行，绿色

发展、生态优先”原则，严格环保“一票否决

制”。重点在调整洱海流域经济结构、流域

产业布局、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

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上下功夫，在推进资

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上下功夫，让广大

群众共享保护成果，进一步激发保护积极

性。

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铁腕治理。针对

保护治理中决策、执行、监管的责任，要真

追责、敢追责、严追责，做到终身追责，建

设一支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

生态环境保护铁军，强队伍、抓作风、严纪

律、明责任、促落实，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

细。

（作者：光明日报调研组 调研组成员：

任维东 杨文广 何显耀）

（转载自 1月 25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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