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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蓝水清山更绿 生态“颜值”再升级

大理市洱海保护治理与流域转型
发展矿山整治攻坚战成效初显

——见第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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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
史关口，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
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
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上深刻指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
的历史性转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
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脱贫攻坚是一项历史性工程，是中
国共产党对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持人民至上、以人为本，把脱贫攻
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把贫困群众
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迈向小康社会、一
起过上好日子作为脱贫攻坚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组织推进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
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
战。经过 8 年持续奋斗，我们如期完成
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
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
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
困，近 1 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

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这一重大
胜利，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
坚实基础，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这一重大胜利，充分彰
显了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
治优势，向全世界展现了我们党领导亿
万人民创造的人间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脱贫摘帽
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接下来要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推动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
振兴。”尽管“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
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来，也要清醒看
到，相当一部分脱贫户基本生活有了保
障，但收入水平仍然不高，脱贫基础还比
较脆弱，有的稍遇到点风险变故马上就可
能致贫；脱贫地区产业普遍搞起来了，但
技术、资金、人才、市场等支撑还不强，有
的地方甚至帮扶干部一撤，产业就可能垮
掉。面对艰巨繁重的脱贫地区防止返贫
任务，只有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更大力度、更实举
措、更艰苦努力做到工作不留空档、政策
不留空白，才能确保脱贫攻坚成果经得起
历史和人民检验，更好促进农业高质高
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必须把党中
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健全防止返贫
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易返贫致贫人口
实施常态化监测，重点监测收入水平变化
和“两不愁三保障”巩固情况，做到早发
现、早干预、早帮扶，继续精准施策。对脱
贫地区产业帮扶还要继续，补上技术、设
施、营销等短板，促进产业提档升级。要
强化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多渠道促进就
业，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搞好
社会管理，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
逐步能致富。党中央决定，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
日起设立 5 年过渡期。过渡期内要保持
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对现有帮扶政
策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合理把握调整节
奏、力度、时限，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
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今年
“三农”发展内外部风险挑战增多，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任务繁重。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
聚力、真抓实干，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转载自 1月 4日《大理日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论 学 习 贯 彻 中 央 农 村 工 作 会 议 精 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1 月 5 日，大理州召开贯彻落实
中共大理州委八届七次全会精神新
闻发布会。

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长牛
燕主发布。

中国共产党大理白族自治州第
八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至 24 日召开，会议听
取和讨论了州委常委会工作报告，
听取和讨论了州委党的建设工作专
题报告、州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情况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
大理州委关于制定大理白族自治州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简称《建议》）。此次全会是在
我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
即将与全国全省一道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时刻
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充分肯
定了州委八届五次全会以来州委常
委会的工作。深入分析了我州面临
的发展环境，提出了必须清醒认识
和抢抓重要战略机遇期。对实现

“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
标作了全面具体要求和部署；制定

“十四五”规划建议分三大板块，共
十三个部分 41 条，《建议》始终立足
大理新发展，充分体现时代变化，高
度契合实践新要求，全面反映人民
新期待，是对今后 5 年乃至更长时
期全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
系统部署。

发布会上，州委有关领导及州
级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全会精神，
解读《建议》内容，并回答媒体关心
的问题。 记者 马元娟 马 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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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5 日，苍山洱海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大理市苍山
分局、大理市苍山保护执法大
队挂牌仪式举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共中
央 办 公 厅、国 务 院 办 公 厅《关
于 建 立 以 国 家 公 园 为 主 体 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精神和省州党委、政府决策部
署和要求，牢固树立新发展理
念 ，理 顺 管 理 体 制 ，创 新 运 行
机制，切实加强苍山洱海国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大 理 市 苍 山 片
区保护和管理，根据国家有关
法 律 规 定 和 调 整 优 化 苍 山 洱
海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管 理 机
制 体 制 精 神 ，市 委、市 政 府 决

定 成 立 苍 山 洱 海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管 理 局 大 理 市 苍 山 分
局，加挂大理市苍山保护执法
大队牌子。

此次挂牌是贯彻落实习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和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考 察 云 南 重 要 讲 话 和 对
云 南 对 大 理 工 作 重 要 指 示 批
示精神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大

理 市 苍 山 保 护 工 作 又 跨 出 了
新 的、坚 实 的 一 步 ，对 有 力 促
进 大 理 市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和 大
理 经 济 社 会 协 调 发 展 将 起 到
积极作用。

副市长袁春城，市政协副
主席郑一川出席挂牌仪式并揭
牌。

记者 徐建伟 戴向晖

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大理市苍山分局、
大理市苍山保护执法大队挂牌仪式举行

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
式全民参与，太和街道积极
发动机关干部职工带头当好
示范、做好标兵，助推爱国卫
生“7 个专项行动”深入开展。

每天上午 10∶00，伴随着
广播体操的动感旋律，太和
街 道 办 干 部 职 工 走 出 办 公
室，开始每天定点的工间操
锻炼。活动现场，大家精神
饱满、整齐划一地运动起来，
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通过
集体做工间操，促进干部职
工提高健身意识，推进健康
生活方式，增强身体素质，造
就一支健康向上、充满活力
和凝聚力的队伍。

同时，太和街道广泛发动

党员干部职工采取志愿者服
务队、党员“双报到”进社区
等 方 式 ，积 极 参 与 、人 人 动
手，抓好网格责任区环境卫
生整治，对社区绿地、人行道
沿线、垃圾收集点等区域，尤
其是对卫生盲点区域进行卫
生大扫除和病媒生物消杀，
营造整洁的生活环境。充分
利用单位宣传栏、微信、海报
等方式，向群众宣传疫情防
控和健康科普等知识，促进
养成健康文明生活习惯。

太和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丁杨晶介绍，为做好爱国卫

生“7 个专项行动”，太和街道
定制“7 个专项行动”宣传画
900 多张，印制 6 个新风尚宣
传 画 300 多 套 ，“7 个 专 项 行
动”相关宣传资料 2 万多份，
及时下发给各个村（居）和广
大群众。

太和街道通过广泛动员，
形成合力，进一步提高宣传
覆盖率、针对性、有效性，引
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习惯，
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7 个专
项行动”，收到了良好效果。

记 者 朱 滢 杨振飞
实习生 杨 露

太和街道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近年来，喜洲镇充分发挥非遗人才
的传帮带示范作用，通过开办民族文化
传习班、讲习所，推广民族民间传统工艺
人才带徒授艺，在传承白族文化的同时
增加村民收入，共同奔小康。图为周城
村妇女正在市级非遗人才杨美池讲习所
结对学习白族刺绣。 杨本耀 摄

推进爱国卫生“ 7 个专项行动”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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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被盛夏酷暑
的炎热荼毒时，大理坝区仍处于“寒止
于凉，暑止于温”的和谐状态。这很大
部分要得益于时而猛烈如虎，时而温润
缠绵的下关风，以及两千米高海拔带来
的相对低温和苍山植被、洱海海水的调
节。所以，有人调侃，正是因了下关风
几千年的呼喊，才有了公主的幽怨和望
夫云的缠绵；正是由于下关风不依不饶
的追赶，大理人才有了“三坊一照壁”这
样既能最大限度采光又能把风请出家
门，还能美化家居、陶冶性情的独特的
白族民居建筑。

伴随着婀娜多姿的杨柳，九月的秋
风逶迤着华丽的脚步匆匆走来。柔美
的海水在风中优雅飞翔 ，天空一抹绚
烂的颜色。倾听下关风发出多变的声
响 ，犹 如 一 苦 、二 甜 、三 回 味 的“ 三 道
茶”，让人只一瞬间就已品尝尽一辈子
的人生。

当清晨的第一缕曦光还未升起，寒
风如刀割胜似雪的苍凉与漫天黄叶随
风飞舞 ，让你苦不堪言。随着旭日初

升，下关风转了个方向，如温情的女子，
在大理的山水间尽情缠绵，任你是如何
的铁骨硬汉，也会在它的风情中变得心
软身酥而又甜蜜无限。而下午的风时
而如调皮的女孩，狠狠地扇上你几个耳
光，让你在面红耳赤之时恨不得将它生
吞活剥；时而又如温情的少妇，挽着游
人漫步而歌，偶偶低语；时而又如白发
老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缠缠绵绵，温
馨无限，回味无穷。

夜色连天，静守流年的一份安好，
秋月无边，悸动的柔情氤氲柔软心中的
情思。站在黑龙桥上，脚下的西洱河仍
在不舍昼夜地流淌着，流走了千年前的
繁华，流尽了那一场风花雪月的前朝往
事。可当时光飞逝 ，历史的光环褪尽
后，下关风挟着千年前王朝的霸气从苍
山与哀牢山之间呼啸而来。

此刻，人们似乎看见了前朝的辉煌
灿烂，听见前朝与大唐、吐蕃那段气壮
山河的金戈铁马之声 ；听到了大唐和
南诏国交恶时天宝战争那隆隆的战鼓
声 ，那 些 血 脉 、那 些 纹 络 骨 骼 如 此 清

晰 ，你 甚 至 能 感 觉 到 王 朝 厚 重 的 呼
吸。在这永不停息的风中，那些“大江
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激烈
与壮怀；“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气
定与神闲；“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慷慨
和悲壮；“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树欲静
而风不止”的弦外之音；“风乍起，吹皱
一池春水”“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叹息
缠绵以及“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的愿望和憧憬……一切一切的喜乐哀
愁、悲欢离合似乎随风而来，又随风飘
远。

沉浸在下关风中，梦在风中跳跃，
耳边，似乎响起了千百年前这座城里的
武士为保南诏不受侵犯，在大敌压城的
紧急关头敲响的那单调低沉的铜鼓声；
那只美丽的白狐与白族书生在风中深
情低语，那个痴情的女子正在温柔地诉
说着当时救他的急切以及属于他们的
地老天荒。远处山巅上，迎风飞舞的排
排风车终日转动，似乎在静静地聆听下
关风悠悠的呼吸以及人们经历岁月风
雨后的幸福生活……

故乡的云
擦亮每一个鸡鸣犬吠的清晨
坚守住每一个炊烟袅袅的黄昏
故乡的云
总在我记忆的天空下
挂一串装满乡愁的风铃
微风起处
声声催紧我的归程

云的心事 总是说给雨听

故乡的雨 轻轻地滑过
绵绵软软 如绢如丝
随着游子的目光
一直在飘落 飘落 飘落
那清清亮亮的雨声
就这样洗亮了一个季节
农人们一袭蓑衣 轻轻一抖
便抖落了满天繁星

我是故乡的一片云

流浪到异乡的天空下
纵使魂不归故里
也要借着雨的诉说
把满腹的心事浇灌在故乡的沃野
让润物无声的思恋
滋养故乡的野花
开出灿烂的风采

我是故乡的一片云
生生世世守着故乡的天空

不知不觉，人到中年，我的烦恼一
如我脸上的痘痘，彼消此长，没有一
刻消停的时候。就拿今年来说吧，刚
刚告别了春节的迎来送往，坐进办公
室刚想喘口气。没想到上班还没有
两个小时，老爸就打来电话，说是肾
结石发作，已被 120 送进医院，只好马
上告假，一路狂奔到医院……总之，
几乎是每天都会有新的问题等待着
你，单位的、家庭的、个人的、孩子的
……往往是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新
的问题又出来了，让你找不到一丝喘
息的机会。

有的问题很简单，用点力气或是
用点精力就可以解决；有的问题很复
杂，理也理不清，弄也弄不明白。有
的是马上可以解决，有的却要耗费你
无数的精力和时间。有的是以一己
之力无法解决的，只有在煎熬中耐心
地等待。就这样在与问题的斗争中
我们不知不觉地一天天老去。

有的时候，面对问题，总让人想不
通。“为什么我会这样的倒霉 ？为什
么我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不是我该
多好！”让人禁不住抱怨人生和命运，
更让人不由自主地想逃避。可是无
论你如何泪如雨下、以泪洗面；无论
你如何暴跳如雷、以头抢地；无论你离家千万里、浪
迹天涯；问题总是在那里，不会消失，不曾远去，固执
地在那里等待着你。我有一个朋友，父母多病、自己
离异、儿子年幼，人生的问题多多。她就经常去当

“驴友”，足迹踏遍高原、湖泊，可是无论她走多远，获
得的安宁总是短暂的，只要一回到家，问题还是照
旧。有的时候让人觉得她不简单，一个女子，能走那
么远。有的时候让人觉得她很软弱，面对问题总是
不停地逃避，反而是在她离家日子里，默默代她承担
着问题的老母亲更让人觉得敬佩。

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子，却缀满了无数的问题，
让我们在享受生命的乐趣的同时，不得不忍受着各
种问题的困扰。也许问题就是人生，人生就是由无
数的问题组成。没有人生就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
无所谓人生。可是世俗的我们没有享受问题的雅
量。台湾的圣严法师曾劝人说，要“面对它、接受它、
解决它、放下它”。这是一个接受问题的必然，虽然
听起来简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何其之难啊！很
多问题，光光是面对它就已是需要无比巨大的勇气，
更不用说去接受它。面对无奈的命运，我们怨天尤
人、我们自怜自怨、我们痛不欲生，可是你却往往无
力改变这样的命运，最后只有无奈地顺应命运的安
排，只有无奈地接受这样的命运，最后屈从于这样的
命运，然后这样的命运渐渐定格，也就慢慢地冷静下
来、麻木下来。可是当你回首来时的路，回想到那一
个历程，何尝不曾泪流满面？

人 生 就 是 问 题 ，生 命 就 是 一 个 解 决 问 题 的 过
程。尽管痛苦、尽管无奈、尽管让你平添白发，但也
不得不承认，在无数次痛苦的磨砺后，我们变得成
熟、变得勇敢，渐渐相信再难过的日子，总有过去的
时候，再大的问题也会有解决的办法。在无奈与痛
苦的煎熬中，渐渐地学会心平气和地看问题，面对
它、接受它、解决它、放下它，少了几分挣扎与苦痛，
留下几许从容和淡定。逢山开路，遇河搭桥，遇到
问题解决问题，人生就不成其为问题，问题就不再
是全部的人生。

洱海是大理人民的“母亲湖”，也是
白族人民的守护神。白族人民世代依
海而居，伴海而生。

洱海其实不是海，它是高原淡水湖
泊 ，因 白 族 人 对 它 的 崇 敬 而 称 其 为

“海”。
何其幸哉！我家就在洱海边，从小

我就对洱海有一种深厚感情。记得小
时候洱海水特别清澈，清澈见底，清得
能看到水底的海草、沙石、小鱼、小虾。
无风的时候，海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
远远望去就像一块湛蓝的宝石。有风
的时候，洱海就像一位发怒的老人，惊
涛骇浪拍打着岸边的沙石，让你无法靠
近。早晨与傍晚的洱海又别具一番风
味。早晨的洱海水面在阳光的照耀下
波光粼粼，初升的太阳闪耀着红晕，打
鱼的小船在海面上缓缓地行驶着，形成

一幅美妙的画卷。傍晚海风徐徐，天边
的火烧云与海水交相辉映，形成了海天
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画卷。

洱海也从不吝啬它的馈赠，它向人们
提供了二十多种鱼类，有鲤鱼、草鱼……
让生活在洱海边的白族人民有了衣食
之源。生活在洱海边的人们也是饮用
洱海水 ，每当取回洱海水总会先尝一
口，甜中带着一点海水的涩。在大理，
洱海也是天然的气候调节器，因为有了
洱海，大理四季如春，也因为有了苍山
洱海，大理人不愿远离家乡，而多了很
多“家乡宝”。

记得小时候，生活在洱海边的白族
人天然地对洱海有一种敬畏感，每年开
海的时候都要举行祭祀感谢洱海的馈
赠，打鱼的渔民到一个地方打鱼，捕到
小的鱼都会放回海里，产卵的季节是不

会去海里捕鱼的，也不会把一个地方的
鱼捕捞完，都要留一部分鱼繁殖，偶有
贪心的年轻人想多捕点鱼都会受到老
人的告诫。用洗衣粉洗过衣服的水是
不会倒进洱海里的，垃圾是不能放在海
边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洱海与人
们共生共息。

不知几何时，洱海开始哭泣，海水
不再清澈见底，海面上漂浮着一片片绿
油油的东西，后来大家都知道了这就是
可恶的蓝藻……

人 们 开 始 反 思 ，开 始 拯 救 自 己 的
“母亲湖”。生活在海边的人们开始退
耕还湖，渔民自发地不再打鱼，越来越
多的大理人沿洱海捡拾垃圾……

经过人们的不懈努力，洱海又开始
焕发它昔日的美丽。守望洱海就是守
望我们自己，守望洱海，逐梦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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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凤仪镇的许义斌矿山就会看到，在这个三面环山的小

山坳里，曾经的矿山坑壁修建成阶梯状，每台都栽种了不同品种、

各种规格的花木，清风拂过，树枝随风摇摆。经过养护工人的辛勤

管养，山体正在返青复绿。

“许义斌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总投资 1290 万元，从 2019 年 2 月 3
日开工，由于矿山主要是石灰岩，公司通过机械、削坡、卸载等方

式，达到适合喷坡的条件后进行铺设网片和团粒喷播，最后再进行

养护管理。”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经理凌观船介

绍，树种选择了乔木、灌木和草麦，两年以后可以形成一个乔、灌、

草的自然群落。

在实施生态治理修复过程中，我市根据矿山的开采现状及矿区

地质地形的特点，主要采用以机械进行削坡卸载，消除坡面危岩体

和浮石；通过人工清理边坡，除去表面浮土和杂草、平整坡面，为植

被恢复创造良好立地条件。修复方式本着宜喷则喷、宜栽则栽、宜

播则播的原则，对边坡采用挂网固定、团粒喷播的工艺进行生态恢

复；对宕底采用种植土回填、栽植本地树种旱冬瓜；对立地条件良

好区域作撒播乔灌草籽的方式进行复绿。

“我们坚持‘以自然修复为主、工程治理为辅’的指导原则，按

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农则农、宜建则建’的治理理念，整个生

态治理修复工程先后共计投入资金 2.5 亿元，完成修复面积 5771
亩。目前，全市所有关停矿山已完成修复工作，进入养护阶段。”大

理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钱继勇介绍。

几年前，凤仪镇长头箐、羊后箐的植被非常好，长满了松树，每

年村民都会上山收菌子。自从矿山被开采以后，私挖乱采行为泛

滥，植被遭到破坏，村里道路损毁严重，一吹大风尘土满天，自然环

境变得很差。家住山脚丰乐村南汤天村的毕朝龙看在眼里痛在心

里。实施生态修复工程以后，毕朝龙主动申请参与修复山体的养

护。深知种树“三分靠种，七分靠养”，在岩石裸露的山体上种树非

常不易，造林绿化难度十分大，因此毕朝龙格外用心，浇水、除虫、

除草……每天在山上忙碌着。

“自从开始修复以后，树长起来了，山也慢慢地绿起来了，环境好

了我们自己也瞧着舒服。”毕朝龙说，现在他在家门口做养护，每个月

可以收入 4000多元，不仅可以照顾家里，还能为保护洱海尽一点力。

在大理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拆除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工

作景象。企业在进行生产线拆除的同时，也对被破坏矿山进行了

生态修复。

“我们公司矿山占地面积大约 200 亩，公司的修复治理方案经

过专家评审并着手开始进行修复。矿山修复主要采取边坡治理、

种植草皮、灌木及树木等方式。”大理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赵志敏说，生态治理修复工程完成以后，环境面貌将比原来

更优化、更美好。

为进一步推进洱海保护治理工作，大理市对洱海周边的云南红

塔滇西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老厂、大理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

大理红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等 3 家水泥企业有序实施搬迁转移。

2019 年 12 月 31 日，3 家水泥厂如期实现全面关停目标，并按“退二

进三”项目转型升级发展。

多年来，云南红塔滇西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老厂、大理水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大理红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为大理的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云南红塔滇西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上登”牌水泥，大理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红塔”牌水

泥，大理红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红山岩”牌水泥，曾获得

“云南省著名商标”“中国名优品牌”等殊荣，为省内及国内一批交

通、水电、市政建设等重点工程和城乡、工业、民用等建设工程提供

了优质建材产品。如今，为了大理的绿水青山，3 家水泥企业主动

参与到洱海保护治理与流域转型发展攻坚战中，并积极完成企业

搬迁产业转移任务。

目前，云南红塔滇西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老厂已搬迁至宾川县，

大理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大理红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已将

产能转移至祥云县，祥云县、宾川县新建项目已建成试生产。在搬

迁拆除的同时，大理水泥、红山水泥两家水泥厂按照“退二进三”项

目有序推进企业转型发展工作，红山水泥公司转型为发展体育产

业，大理水泥集团转型为发展教育产业，滇西水泥厂退出以后将打

造高端生物医药及机械制造产业，在整体上实现企业转型升级。

“公司现在已经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签订协议合作，下一步，我们

将在原厂址打造哈工技术教育产业园区，1000 吨生产线拆除后土

地用来办学校，3000 吨生产线则保留原材料库和部分建筑，作为公

司建厂 58 年的历史见证，并把它作为文旅项目打造成网红打卡

点。”大理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雄告诉记者。

初冬的大理，寒意渐浓。一大早，迎着初升的太阳 ,大理市自然

资源局执法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又开始了对辖区关停矿山的日常

巡查。

大理经开区、凤仪镇、海东镇……一个个乡镇、一座座非煤矿

山，工作人员从早到晚一圈巡查下来已经是下午 6∶00 多了。每到

一处，对于辖区矿山情况，工作人员都了然于胸，这种熟稔背后，是

大家日常工作中一点一滴的辛苦付出的积累。

2016 年以来，为进一步规范矿山开采秩序，严厉打击私挖乱采

行为，大理市对辖区内的矿山开展了全方位巡查，做到对非法采矿

行为“露头就打”，把非法采矿的苗头消除在萌芽状态。“近年来，我

市共关停非煤矿山 49 个。非煤矿山关停以后，我们对所有的非煤

矿山生产、生活设施进行了全面拆除，并制定了大理市国土资源动

态巡查方案，对所有关停矿山进行全方位的巡查和监管。”钱继勇

说。

工作中，根据《大理州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动态巡查工作实施方

案》，大理市自然资源局制定《大理市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动态巡查

工作实施方案》，将洱海流域列入一级巡查区，联合各乡镇及市相

关部门切实加大巡查力度，按照制定的年度动态巡查方案，强化巡

查工作，每月不少于一次对涉及乡镇关停矿山进行巡查。

同时，大理市面向社会公布“关闭矿区严禁开采”举报电话，接

受社会监督，并在洱海流域挖砂取石敏感区域设置“洱海保护严禁

开采”警示牌。以洱海流域为重点深入持久开展矿产资源领域“打

非治违”专项行动，认真开展矿产卫片图斑核查工作，通过全市各

级各部门的积极配合，完成了无证开采、越界开采等矿产违法核实

查处工作。

“2016 年至今，我市对非煤矿山整治巡查达 1200 人次，发现违

法违规案件 20 余起，移送公安机关 1 起。”大理市自然资源局矿管

科科长、执法监察大队副大队长马利锋介绍。这一切，展现出近年

来大理市开展矿山整治的坚定决心。通过加强巡查监管，进一步

规范全市矿产资源管理，打击私挖乱采行为，确保绿水青山常在。

废弃矿山复绿，大理市走出了一条保护生态与促进经济融合

发展之路。从随处可见的废矿渣、开采坑等“旧伤疤”到现在的矿

山整治生态修复项目，昔日荒芜的矿区被一片片茂盛的树林代

替。如今，大理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生态“颜值”再升级，焕

发出勃勃生机。

近年来，大理市自

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多措并举、

分类实施，科学推进洱海保护治

理与流域转型发展矿山整治攻坚

战工作，将昔日矿山上的“生态疮

疤”变身为有林有景的全新生态

示范区。

天 蓝 水 清 山 更 绿 生 态“ 颜 值 ”再 升 级

大理市洱海保护治理与流域转型发展矿山整治攻坚战成效初显
○记者 鲍亚颖 杨 阳 文/图

“ 退 二 进 三 ”还“绿”于民

生 态 修 复 还“绿”于山

巡 查“ 升 级 ”还“绿”于行

▲许义斌矿山生态修复前

▼许义斌矿山生态修复后

▲羊后箐矿山生态修复前

▼羊后箐矿山生态修复后

▲长头箐矿山生态修复前

▼长头箐矿山生态修复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