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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我市聚焦“两

不愁三保障”，扎实推进脱贫攻坚

各项工作，全市 1 个贫困乡、11 个

贫困村，4279 户 16054 人全部高质

量达到脱贫退出标准，绝对贫困人

口全面消除，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圆

满收官。

太邑乡是大理市唯一的山区

民族乡和唯一的建档立卡贫困乡，

是我市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全乡有

太邑、者摩、桃树、乌栖和己早 5 个

村委会，5 个村都是建档立卡贫困

村 ，全 乡 有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565
户、2411 人。自实施脱贫攻坚工作

以来，太邑乡党委、政府以脱贫攻

坚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因地制

宜，全力打好“1+7”组合拳，提升

脱贫成效，全乡经济社会实现跨越

发展。市委九届十一次全会提出

“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这为太邑乡今

后一段时期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太邑乡党委书记李世泽说，作

为大理市唯一的一个建档立卡贫

困乡，在目前取得脱贫攻坚决定性

成效的基础上，太邑乡将继续打好

“1+7”组合拳，巩固拓展好脱贫攻

坚成果。同时，将按照市委、市政

府对落实好乡村振兴的工作部署，

在产业、党建、人才等方面全面抓

好贯彻落实，确保让乡村振兴各项

政策在太邑这片热土上落地、生

根、见成效。

市 委 全 会 提 出“ 要 高 度 重 视

农业农村工作，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这是我

市“十四五”时期“三农”工作的主

题和主线。

市扶贫办主任张定坤说：“做

好新时期农业农村工作，一方面要

保持政策措施的总体稳定，严格落

实好‘脱贫不摘责任、不摘帮扶、不

摘监管’。另一方面是扎实做好贫

困地区的后续帮扶工作，同时要接

续推进贫困地区的乡村振兴，加强

对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帮扶工作。”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

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要推进乡村

振兴，我市将借鉴脱贫攻坚好的经

验和做法，做好“领导体制、发展规

划、政策投入、工作体系、考核机

制”等工作的有效衔接，结合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制定大理

市脱贫攻坚“十四五”专项规划。

同时，结合乡镇村党组织换届工

作，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升乡

村治理水平。

张定坤表示，我市将开展乡村

建设行动。加强村庄规划建设管

理 ；实 施 村 庄 基 础 设 施 改

善 ；开 展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实施村庄治理工程，打

造“乡愁大理”样板；要持续开展贫

困地区后续帮扶。建设好扶贫救

助平台建设、产业帮扶全覆盖机制

建设、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帮扶机制

建设和扶志扶智机制建设。同时，

完善和落实返贫致贫监测机制和

帮扶措施。持续聚焦易返贫人群

和易致贫边缘户，持续开展贫困对

象动态管理，做到“及时发现、应纳

尽纳、应扶尽扶”。

记 者 黑浩川 杨尔华

实习生 杨 露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1 月 19 日，我市召开 2021 年洱海保护治理及河（湖）长制工作

推进会议，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翟青副部长关于洱海保护治理指

示要求，总结 2020 年全市洱海保护治理及河（湖）长制工作，研究

分析存在问题，系统部署近期重点任务，扎实推进 2021 年洱海保

护治理及河（湖）长制工作。州委常委、市委书记罗永斌出席会议

并讲话。

罗永斌指出，过去一年，我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

讲话和对大理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按照省州党委、政府

决策部署要求，全力推进洱海保护治理及流域转型发展“八大攻

坚战”，洱海保护治理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效，开启了洱海高水平保

护和流域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但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当前洱

海保护治理依然面临复杂严峻形势和巨大压力。

罗永斌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洱海保护治理“成效与

问题并存、肯定与批评并存、巩固与提升并存”的特殊时期。全市

广大干部群众要认清形势，坚持问题导向，切实提升洱海保护治

理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对照生态环境部翟青副部长的指示要

求，抓好问题整改和成效巩固。

罗永斌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靶向施策，以重点环节为突

破推动洱海高水平保护、流域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保水质、

防蓝藻”工作，坚定不移削减农业面源污染，完善截污治污体系运

行管理，稳步提升洱海流域水资源调蓄能力，高品质打造洱海生

态廊道，加快构建“美丽湖区”建设制度体系，统筹推进洱海流域

转型发展。

罗永斌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狠抓落实，继续发扬能吃苦、

不畏难、打硬仗的作风，与时间赛跑、与水质较量，保持劲头不松、

措施不减，以强烈的担当精神确保年度目标顺利实现。要严格执

纪问责，对不担当、慢作为的依纪依规严肃处理，用铁的纪律推动

洱海保护治理及流域转型发展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地。

市委副书记、市长严启红主持会议并作工作安排。严启红要

求，洱海保护治理工作要用“绣花”功夫，精准施策。要积极推进

全民治湖、依法治湖。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强化认识，以坚定不移

的决心全力打好“保水质、防蓝藻”攻坚战。要紧紧围绕生态环境

部回访调研组反馈的“六个重点突破”及时制定专项行动方案，着

力推进洱海流域绿色发展、转型发展。

会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利彪传达了生态环境部翟青

副部长回访调研指示精神，副市长袁春城总结大理市 2020 年河长

制工作开展情况、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并对 2021 年重点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市级总河长、副总河长、总督察、督察长及市级河长；市指挥

部 副 指 挥 长 ；“ 两 区 一

委”分管领导，市指挥部

10 个 工 作 组 负 责 人 ；市

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

环湖各镇、街道党政主要

负责同志；驻镇工作队队

长参加会议。

记者 马元娟 杨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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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8 日下午，州政协

主席朱建斌，州委常委、市

委书记罗永斌，副州长李泽

鹏等领导组成慰问组，到我

市开展 2021 年春节走访慰

问，代表州市党委、政府向

抗战老兵、特殊困难职工、

困难劳模及企业送去新春

的节日祝福和温暖关怀。

慰 问 组 先 后 到 云 南 交

投大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云南实力融创文化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云南欧亚乳业

有限公司三厂和云南顺丰

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走访慰问。每到一处，慰

问组详细了解企业发展情

况、未来发展前景及当前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并向他们

致以节日的问候和新春的

祝福。在相互沟通交流中，

慰问组一行充分肯定各家

企业为大理经济社会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促进地

方就业所作出的贡献，希望

他们再接再励，为建设美丽

幸福新大理再创新业、再立

新功、再续发展，并叮嘱各

企业要进一步强化安全生

产意识，加强安全施工和人

员管理，扎实做好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

随后，慰问组到抗战老

兵、特殊困难职工及困难劳

模代表家中开展慰问。每

到一户，慰问组都仔细询问

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

和家庭经济状况，了解他们

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为

其想办法、鼓干劲，送去关

心和慰问。慰问组一行鼓

励他们要积极乐观面对生

活 ，树立信心 ，保重身体 ，

并嘱咐各级各有关部门要

主动给予关心和帮助，积极

妥善为他们解决生活中的

实际困难，让他们过一个祥

和快乐的春节。

州级相关部门领导，市

政 协 主 席 薛 伟 民 ，市 委 常

委、市委办主任时荣，副市

长李学忠参加慰问活动。

彭黎明

杨振飞

州委州政府领导到我市开展春节走访慰问

坚决打赢洱海保护治理攻坚战坚决打赢洱海保护治理攻坚战

记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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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食物来论最喜欢的节日，那
一定就是端午节了。用筷子戳开糯
米饭，浸入浓稠的秘制玫瑰糖，夹一
筷子放进嘴里，让整个人都荡漾了。
当然，那不止是食物的味道，还有人
的味道、家的味道。农历五月的家，
最初充满了粽叶包裹的粽子的香气，
后来是菖蒲、艾蒿的清香，再后来是
香囊的香味，隐隐的若有若无的，每
日始于晨光熹微。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
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
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
阳 。”如 是 这 首 端 午 节 的 民 谣 ，每 一
年，不管多忙，家里的大人总是要包
粽子的。姨妈们第一晚要洗粽叶、煮
粽叶，飘着清香的粽叶在水里泡得愈
发盈盈发亮。次日晚上先是洗糯米、
拌土碱，待一切准备就绪才开始包粽
子。我家包的粽子大多有两种：一种
是白粽子，即无馅的，浇以姨妈特制
的玫瑰花糖，玫瑰花的甜香加之粽叶
的清香，使得粽子别有一番滋味；一
种是火腿馅的，用以上好的火腿，切
小块，和糯米混拌，裹于粽叶中，不加
辅料，光吃就十分美好。无论哪一种
吃 法 ，十 足 是 家 的 味 道 回 味 于 唇 齿
间。

粽子包好以后，等不到端午节我
就得缠着妈妈吃上几顿。煮粽子的
时候，老锅里咕噜咕噜冒着热气和气
泡，隔着老远都能闻到粽叶里包不住的肉香和米香，也
能感受到锅里的热闹和温度。就这么慢火炖着，更像
是一种享受。像是袁枚的《随园食单》里说的：“取顶好
糯米，拣其完善长白者，去其半颗散碎者，淘之极熟，用
大箬叶裹之，中放好火腿一块，封锅煨一日一夜，薪材
不断，食之滑腻温柔，肉米化。”一锅冒着热气的粽子不
仅可以带来饱腹感，也能让自己的心温暖起来。我想，
每个人心中的家味或许就是一道独特的食物，是其他
东西无法取代的。

端午节的当天，也就从那一锅冒着热气的粽子开
始了。早早吃过粽子后，大人们就将艾蒿挂在门楣、插
在窗框，寓意驱瘟防蚊、避邪招福。待到晚饭过后，带
上小孩、扶上老人，全家要到西洱河边走一走，大人管
这叫做“游百病”。据说只要在这天游百病了，这一年
里都可百病不生，即使原来有病的也可逐渐康复。因
此，每年端午节这天傍晚，西洱河畔总是人山人海。端
阳时节，西洱河边总有阿婆摆出各种款式的五彩线售
卖，端午那天人们将其绑在脚上或是手上，等到火把节
的时候就取下来放在火里烧掉，象征着将疾病去掉。
游完百病回家后，大人会用早早煮好的艾叶水给孩子
们沐浴，再在床头为孩子们放上驱蚊虫的香囊。这样
一来端午才算过完了，至于人们所说的，喝雄黄酒、赛
龙舟我却是极少见过的。

端午的味道，是来自五月的田野和老祖宗的智慧，
来自家的温度。每每游历在外时，想起那些用食物和
气息穿起的日子，家人亲手制作粽子的其乐融融，挂菖
蒲、系彩线的欢乐，总有诸多感恩，最是怀念。

其实生活原本就是质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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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城村石佛充的路上，行走着
一对佝偻着身躯的老人，从东向西的
路很长很陡，对于拄着拐棍的老人来
说 ，行 走 已 经 很 吃 力 ，手 里 再 提 着 从
菜市上买来的蔬菜，可算得上负重前
行 了 。 我 遇 到 他 们 时 ，脑 中 一 闪 念 ，
我如果能帮他们提袋子就好了，让两
位老人少受点累。但转念一想，我平
时 走 路 一 阵 风 ，又 有 急 事 ，陪 不 了 老
人慢腾腾地走，就跟老人打过招呼后
继续往前走了。走了一段距离，听见
背 后 有 人 喊 我 ，我 站 住 往 后 看 ，只 有
一 位 村 民 对 我 喊 ：“ 你 帮 老 人 先 把 蔬
菜送回去，你和老人同路。”我从村民
手里把蔬菜接过来，提前送回老人的
家 ，家 人 对 我 非 常 客 气 。 其 实 ，这 件
好事我已经撞上了，但由于脑子一根
筋，不会变通，所以，做好事的机会让
人抢先了。我在心里默记，今后如果

再遇上老人，一定帮他们先把蔬菜送
回家，可是，无论哪天，都有人帮老人
送 菜 ，这 两 位 老 人 是 什 么 来 历 ，值 得
全村人如此尊敬。

男 的 叫 杨 国 选 ，今 年 87 岁 ，是 退
休 工 人 ，喜 欢 锻 炼 。 女 的 叫 杨 榆 珍 ，
今年 85 岁，是周城村卫生所的退休医
生 。 说 起 杨 医 生 ，村 民 都 有 感 激 之
情，从 70 年代开始，杨榆珍在周城卫
生 所 当“ 赤 脚 医 生 ”，家 里 的 老 人 病
了 ，只 要 去 卫 生 所 一 喊 ，杨 医 生 就 马
上 背 起 药 箱 ，到 农 户 家 里 来 ，给 病 人
把 脉 、看 病 、开 药 。 如 果 遇 到 深 更 半
夜 ，或 是 下 大 雨 ，杨 医 生 也 毫 不 犹 豫
地前往，病人家属点着麦秆的火把在
前 面 引 路 ，杨 医 生 在 后 面 背 着 药 箱 ，
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病人家，把救死
扶伤的信念表现得不差毫厘。妇女生
产 都 在 家 里 ，也 都 是 杨 医 生 接 生 ，我

的大孩子也是杨医生接生的，那时我
在 周 城 完 小 当 民 办 教 师 ，早 上 放 学
后 ，妻 子 没 做 早 饭 ，她 觉 得 有 点 不 舒
服 ，便 只 吃 了 一 个 鸡 蛋 ，下 午 去 学 校
教书时，我顺便到岳母家说了一下情
况，接着我就去上课了，等 5 点钟放学
回来，我已经当爸爸了。

现在，把老百姓的病放在心上的“杏
林”已经老了，出来买菜是为了活动活
动筋骨，儿孙们也不让他们去买，路上
车多，怕出危险，但两位老人觉得闷在
家里憋得慌就想出来走动。但感念老
医生的村民们把路中间让给他们走，
并且带给他们饱含暖意的问候。像这
样的医生，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
比 如 还 有 段 茂 芳 等 。 当“ 赤 脚 医 生 ”
时，为村民解除病痛，现在村民们敬重
他们，这就是古村最朴实的也是最自
然的民风。

乡 亲 敬 重 “ 老 杏 林 ”
○○杨 才

在大理古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
馆 里 ，几 位 白 族 姑 娘 正 在 院 子 里 刺
绣。初秋的阳光从雕梁画栋的门楼挑
檐上方铺洒过来，小院里融入缕缕霞
光。雪白的包头、鲜红的领褂、红润的
面颊，衬托着院墙边正在怒放的三角
梅 ，呈 现 出 一 幅 色 彩 斑 斓 的 美 丽 图
画。我看见一位姑娘手中那个圆形的
绷子上，一朵鲜花正在慢慢绽开。嫩
黄的花蕊四周，花瓣逐渐由浅而深，似
乎要从那片白绸缎上一跃而出。连几
只蜜蜂都在院子中迷失了方向，犹犹
豫豫在空中不断盘旋，思考着自己应
该停留在什么地方。

院子里游人川流不息，熙熙攘攘的
人群或驻足停留，或匆匆而过，都不主
动发问，不忍心去打扰遨游在自己艺
术天地里的这些美的创造者。姑娘们
始终没有抬头，她们的心中只有手中
那片色彩，或深或浅、或浓或淡，都要

用心去点缀，心中稍有杂念，花朵就会
黯然失色。

优雅的艺术，植根于生活的沃土，
而那漫长的生长的过程，需要一颗娴
雅平静的心去陪护，不如此，艺术就失
去了生命力。漫步在博物馆内，观赏
那一件件浸透几代人心血汗水传承的
艺术精品，感叹那些思考和创造的呕
心沥血的艰难过程，在对我的先辈们
的聪明才智崇拜景仰的同时，也羡慕
着 他 们 能 够 拥 有 那 些 祥 和 悠 闲 的 日
子，如溪水般缓缓流淌的心境。

生活在苍山洱海之间，山青青、水
蓝蓝，轻风拂面、白云悠悠，万物精灵
呈 现 出 最 精 彩 、最 动 人 的 真 实 面 容 。
生长在这个地方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生活节奏缓慢、步履从容、内心宁静，
听得见自己灵魂的呼吸，思绪想象就
插上了翅膀，把身边的一草一木都精
心打扮，让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活蹦乱

跳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沙溪古镇西边的梨园人家，石宝

山脚下的山坡上是一片绿树掩映的青
草地，牛羊安静地在树荫下的草地上
觅食，放牛的老人斜躺在一棵粗壮的
梨树下，手中把玩着一根树疙瘩。我
们走到他的身边，只见他右手持一把
锋利的刻刀，正在左手握着的木块上
雕琢。看似漫不经心的修削，几刀过
后，一位寿星佬光亮的额头和浓密的
胡须已见雏形。我问老人，这种手艺
是跟谁学的。老人呵呵一笑：“从小就
看着，家里人、左邻右舍个个都会，跟
着跟着就会了。”在小阿鹏家里做客，
讲到这个从石宝山脚下走上《星光大
道》的白族青年歌手，阿鹏的父亲摆摆
手，唱歌跳舞其实就跟吃饭干活一样，
这里的人从小就会。走遍苍山洱海，
不论是刺绣、木雕、扎染，还是音乐、歌
舞、装饰，这些民间艺术精华大都产生
于田间地头、山村原野，在所有民间工
艺创作的过程中，似乎总能感受到他
们手中的物件被倾注了民间艺术家全
部的智慧和情感，对生命的理解、对生
活的热爱。还有，这旷野中天地万物
滋生的精华，才是这些民间艺术不断
升华的源泉。

优雅的艺术需要充足悠闲的时间，
就象那些年我们经历的爱情。云中锦
书、鸿雁捎书，期盼中那些焦虑而又甜
蜜的过程，会从心灵深处弹奏出魂牵
梦系的相思曲。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
真情呼唤，是光阴酿成的一坛美酒，芬
芳醇厚、意味悠长。

优雅的艺术也是一种情趣，薄暮之
夜 ，围 一 个 红 泥 小 炉 ，读 一 本 喜 欢 的
书，品一杯新沏的香茗，“春听鸟声、夏
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美好的
事物就在闲情逸致、淡定从容中慢慢
滋生，如同一块天然的璞，历经岁月风
霜的精细打磨，才会成为人见人爱的
美玉。

现代社会快捷浮躁地飞速发展，匆
匆的步履忽略了多少身边的风景？包
括这些精美的艺术，很多都已经后继
无人。人们都在责怪那些年轻人的轻
浮功利，没有上进心和传承民族艺术
的追求。而我却一直认为，我们曾经
生活过的云淡风轻、悠闲宁静的日子
渐渐离我们远去，那些优雅的艺术正
慢慢失去了相应的载体。共同呵护和
打造一个宁静祥和的氛围，构建一个
安定和谐的美丽家园，才是保护这些
民族艺术遗产的根本。

悠闲的日子悠闲的日子

优雅的艺术优雅的艺术
○○杨汝骅杨汝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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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海全湖水质实现32个月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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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古桥、古戏台，古色古香。红花、流溪、青石路，移步

换景。走在古生村处处令人赏心悦目。村民朴实的脸上笑容

灿烂，家门口一副副对联饱含深情：“近水白家春光好，平凡绿

野故事多。”“古生不负阳春美，乡愁常留景色新。”

村子更干净，洱海更清秀，村民的生态文明意识更高了。

67 岁的村民何开纯是保洁员，他见证了身边的喜人变化。全

村建成环湖截污工程管网，农户实现生活污水、垃圾全收集处

理；每条入湖河道治理都有“河长”，河道核心区实现土地流转

并对沟渠进行治理；村民积极参与“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

田园”活动，清运生活垃圾、清除沟渠淤泥；为保护洱海修复周

边生态，拆除房屋建筑面积 6100 多平方米，新建成 3000 多平

方米由大青树、芦苇、菖蒲组成的“雨水花园”。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关心支持下，我们围绕把古生

村建设成让人‘记得住乡愁’的‘中国最美乡村’目标，在保

护与建设的过程中，彰显民族特色，留住乡愁之根。”何桥坤

介绍，古生村有 2000 多年历史，沿洱海从南至北蜿蜒而建，

总 面 积 约 2.5 平 方 公 里 ，现 有 439 户 1842 人 ，白 族 人 口 占

98%。6 年来，古生村坚持做到规划先行，在理念上秉承“依

托 古 生 现 有 山 水 文 脉 ，保 持 古 生 自 然 格 局 ，让 居 民 望 得 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先

地下、后地上”的原则，加快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完成投

资 4000 多万元，优先实施村落污水管网、污水处理设施工

程，同步实施电力、电信、排污“三线入地”管网工程。同时，

按照“保护古建、引导在建、规范未建、改造老建、打击违建”

的工作思路，全村保持青瓦白墙、斜屋顶、淡墨画的白族民

居风格。

春天，田里油菜金黄；秋天，田里水稻飘香。古生村引进

了云南顺丰、云南尚龙米业等龙头企业，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生

态农业，植入民族特色生态休闲度假旅游、农业生态观光游、

现代农庄、创意农业等新型业态。

“古生村在 2017 年 11 月获‘全国文明村镇’称号；古生村

党支部在 2019 年 9 月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

号。”大理市湾桥镇中庄村党总支书记何志祥说，在推进乡村

振兴中，古生村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劳动力技能培训，扶

持农户发展生态种植，带动药材、蔬果种植、钢门窗加工等产

业发展。2020 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15875 元。

“目前，洱海水质总体稳定在Ⅲ类。2020 年全湖水质实现

7 个月Ⅱ类，国控‘284 断面’水质有望评价为‘优’。”1 月 5 日，

在中共大理州委新闻发布会上，州洱海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赵国龙介绍，“十三五”期间，洱海全湖水质实现 32 个月Ⅱ类，

未发生规模化蓝藻水华；湖区沉水植被面积恢复到 34 平方公

里，湖体年均透明度上升到 2.1 米，一度消失的“水质风向标”

海菜花又重现洱海。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洱海之滨，来自上海交通

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王欣泽研究员列举了一组洱海的

总磷下降数据：“2018 年 0.029 毫克/升，2019 年 0.027 毫克/升，

2020 年 0.021 毫克/升，数字看起来‘好像差不多’，但对洱海这

么大的湖体来说真是不简单。”从 2007 年以来，王欣泽研究员

长期在大理从事洱海保护与研究工作，亲自参与和见证了洱

海保护治理攻坚战。

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果断决策“采

取断然措施，开启抢救模式”，洱海保护治理形成了省委书记

和省长带着干、国家部委和省级部门帮着干、全州各族干部群

众全力干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格局。大理州委、州政府以洱

海保护治理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洱海保护治理与流

域转型发展“两手抓”，“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施治，相继实施

洱海流域“两违”整治、村镇“两污”治理、面源污染减量、节水

治水生态修复、截污治污工程提速、流域综合执法监管、全民

保护洱海“七大行动”，打好环湖截污、生态搬迁、矿山整治、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河道治理、环湖生态修复、水质改善提升、

过度开发建设治理“八大攻坚战”，从“一湖之治”迈向“流域

之治”“生态之治”。

6 年来，洱海保护治理共投入资金 332.8 亿元。在洱海流

域构建起城乡一体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生活垃圾收集处置、农

业面源污染防治、环湖生态防护、清水入湖工程“截污治污五

大体系”，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壮举，流域污水收集处理率从

原来的 50%提高到 96.1%，全面消除了主要入湖河流Ⅴ类以下

劣质水体。洱海环湖生态廊道建设高标准、高质量推进，129
公里主体工程基本建成，66 公里建成段品质不断提升，既是洱

海的一道污染物拦截线和生态安全屏障，也是市民和游客共

享洱海保护成果的健身、休闲“网红”胜地。

“我们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打好‘三大保卫战’，

开启洱海高水平保护和流域高质量发展新征程。”2020 年 12
月 23 日至 24 日举行的中共大理州委八届七次全会，高度评价

“洱海保护治理取得重大成效”。

目前，洱海全湖水质主要指标趋稳向好，洱海保护由抢救

性治理转入保护性治理阶段。大理州将加快流域高质量发

展，推动洱海高水平保护，续写更多的“洱海故事”。

古生村诗意栖居、洱海碧波荡漾，正是大理州各族干部群

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以洱海保护为重点奋力谱写

全州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华章的缩影。

走进洱海东岸有“洱海风光第一镇”美誉的大理市双廊

镇，昔日的客栈、污水“野蛮生长”已经成为历史，一个古朴与

现代交织融合的“新双廊”，正在焕发新的活力和光芒。

“2020 年，我们镇‘双喜临门’：双廊古镇旅游度假区成功

创建为云南省省级旅游度假区，双廊镇被评为云南省旅游名

镇；双廊艺术小镇文化旅游区成功创建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双廊镇宣传委员荣学俊介绍，全镇坚持“彰显特色、打造

产业、创新智慧、追求卓越”的思路，用情怀去呵护、用精细去

管理，全力以赴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来自重

庆的“海之书馆”客栈创办人安南深有感触：“当初，为了这里

的蓝天白云、云卷云舒和民风淳朴而来，如今这一切都还在，

更漂亮，未来肯定更好！”

在大山深处采访，绿色扑面而来。全州森林覆盖率达

62.86%。过去的荒山，渐渐披上了绿装，由“绿水青山”转化为

“金山银山”。

“山因茶而翠，村因茶而美，民因茶而富。”永平县龙门乡

大坪坦村党总支书记杨育志介绍，全村平均海拔 2400 米，高

寒、冷凉，有农户 266 户 1160 人。过去，村民主要种植苦荞、包

谷、萝卜、土豆，收入来源单一而且比较低。近几年来，村党总

支率领村民精心打造 2 万亩“离天空最近的茶园”，茶农人均

收入突破 1 万元，大坪坦村获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全国一村一

品示范村”。

大理市海东告别了千百年来“面山无树”的历史，累计完

成人工绿化 5.8 万亩，自然修复 3.8 万亩。在林业部门的支持

和带动下，村民开始种植适应性强又有经济价值的油橄榄，每

亩收益达 5000 元左右。

南涧彝族自治县立足“高山、净土、生态”优势，打生态牌，

走生态路，培植了“一片烟、一杯茶、一个核桃、一头牛、一只

鸡、一棵药”，高原特色生态农业产业鼓起了老百姓的“钱袋

子”。

“水 清、河 畅、岸 绿、景 美 。”这 是 大 理 州 不 懈 的 努 力 和

追 求 。 大 理 在 云 南 省 率 先 出 台 河 长 制 工 作 方 案 、建 立 机

制、落实机构和人员编制，推动河（湖）长制工作从“有名”

到“有实”，如今建立了五级河（湖）长制组织体系，有州、县

（市）、乡（镇）、村、组共 22123 名河（湖）长，将全州 946 条河

流 、8 座 湖 泊 、681 座 水 库 、2195 座 坝 塘 、1171 条 沟 渠 、148.1
公里环湖岸线全部纳入河（湖）长制常态化监管，实现区域

河湖库渠全覆盖。全州还有 3868 名河道专管员、保洁员、

滩地管理员、田间管水员，实现河道管护规范化、常态化、

长效化。

宾川县、剑川县创建为国家园林县城，美丽县城、特色小

镇、美丽乡村、美丽公路建设如火如荼，大理州城乡人居环境

日益改善，成为中外游客追寻的“诗与远方”。

（转载自 1 月 20 日《云南日报》）

在“五朵金花”的故乡大理白族自治州，如今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广为传唱：“洱海清清洱海宽，清清洱海像幅画，阿哥在路旁吹唢呐，阿妹在树下把

歌唱。北京的亲人到我家，张张笑脸喜洋洋，亲切的问候记心上，幸福的时光永难忘……”

新年伊始，大理市湾桥镇中庄村委会古生村春意盎然。碧波荡漾的洱海之滨，大青石上镌刻着的红色大字格外醒目：“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村党支

部书记何桥坤深情地说：“我们永远铭记那个光辉的历史时刻——2015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大理考察并在洱海边‘立此存照’。总书记在农家

小院同基层干部群众亲切地拉家常、聊民情、谈生产、问生计、讲环保、话乡愁。6年来，我们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奋力开辟新征程，同心共筑中国梦，历史

悠久的古生村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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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理
担
当
实
干
○云南日报记者 庄俊华

千年古生

彰显“乡愁”建设“中国最美乡村”

洱海保护

从“一湖之治”迈向“生态之治”

苍洱大地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

（（本版图片由李维江本版图片由李维江、、袁爱忠提供袁爱忠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