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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 日，在挖色镇海印村，冬季疫

情 防 控 的 注 意 事 项 正 通 过 应 急 广 播 播

出。云南广电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大理市

支公司工作人员在广播前通过一部手机

进行操控，根据需要，工作人员可以将

政府重点宣传的 60 多项内容进行实时

广播。

海印村是挖色镇开展应急广播系统

工程的试点村，通过广播，村委会的宣传

可与政府的重点宣传同轨同步，及时将

党的声音传播给群众。同时，挖色镇还

对 2014 年投资 200 多万元建成的视频监

控系统进行了维修和升级改造，让“雪亮

工程”再度亮起来。

挖色镇党委副书记杨杰红介绍，目前

已建成 6 个视频监控平台、1 个镇级综治

中心、200 多个摄像头，实现了对全镇 6 个

村、200 多个重点区位视频监控全覆盖。

视频建成后，对镇村两级各项重点工作

开展和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理市乡镇视频监控系统运行超过

5 年，受多种因素影响，传输线路和设备

供电故障频发，全市 6365 个视频监控终

端 有 故 障 2039 个 ，终 端 损 坏 率 达

32.19%，维护管理技术缺失，传输平台设

备老化，链路结构完整性差，传输使用

运行安全等问题突出。2020 年，云南广

电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大理市支公司与乡

镇联合，对“雪亮工程”进行维修和提升

改造，同时实施建设大理市应急广播系

统。

云南广电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大理市

支公司、大理市智慧广电业务中心副经

理李志荣说：“云南广电网络充分发挥主

媒体、主渠道的阵地作用，2020 年积极参

与大理市信息化建设视频监控和应急广

播系统建设，完成了应急广播安装终端

近 200 个，和乡镇联并网摄像头达 2000
个。”

大理市乡镇“雪亮工程”修复联网改

造和 IP 应急广播系统建设经过一年多的

实施推进，管控可靠，稳定安全，服务保

障，积极促进了乡镇及街道办相关工作。

李志荣表示，将在市委、市政府和行

业主管部门的领导下，争取早日做到全

域覆盖、全程可控、全网共享，真正让老

百姓更多获得幸福感。

记者 彭黎明 杨尔华

“平安大理”建设：“眼睛”亮起来“声音”响起来
2 月 2 日，我市举行大学生创业

补贴发放仪式，为 10 名创业的大学生

发放 23.68 万元创业补贴，助力大学

生创业创新带动就业。

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是一项系

统 工 程 ，我 市 始 终 坚 持 就 业 优 先 战

略，通过积极落实高校毕业生创业就

业各项政策措施，努力推动毕业生更

高质量和更充分创业就业。

大理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主任

肖银介绍，2020 年州里下达大理市的

指标任务是 10 名大学生，通过进行宣

传、资料收集，对申报的大学生条件

进行初步审核，再报请州人社局、省

人社厅进行批复核准后，发放 2020 年

大学生创业补贴资金。通过连续几

年对大学生创业政策持续、不断的扶

持，让很多毕业想创业、敢于创业的

大学生心里有了底气。

我市希望领取创业补贴的大学

生再接再厉，用心学习，抓好经营的

同时管理好团队，带好头，精打细算

搞好经营，继续用激情昂扬的青春动

力永远保持创业的初心，努力工作，

把创办的项目做大做强。

大理随身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张峰瑞说：“国家对大学生创

业有资金补贴的帮扶政策，对于我们

刚刚起步的企业来说有效缓解了在

创业初期遇到的经营困难，尤其在疫

情期间很多企业都遇到了资金流的

困境，这笔资金是雪中送炭，帮我们

解决了燃眉之急。党委、政府的支持

让我们有更多的信心和动力把企业

经营好，为家乡的发展建设尽自己一

份绵薄之力。”

多年来，我市全力加大高校毕业生创业扶持

力度，以创业带动就业。通过落实创业贴息贷

款、大学生创业项目补贴、创业示范园区建设、

创业示范基地建设和建立青年就业见习基地等

举措，不断加大大学生创业就业扶持力度，激励

扶持大学生创业创新带动就业，拓展小微企业

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拓宽并带动就业，

努力推动大学生实现更高质量创业更充分就

业。 记者 朱 滢 吴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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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州市党委、政府广泛动员、多措并举推进

洱海保护治理工作，2020年，洱海综合水质实现 7
个月Ⅱ类、5个月Ⅲ类，全湖水质综合评价为优。

从州市党委、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开启抢救

模式，全力推进洱海保护治理“七大行动”，构建

起“多层级联动、全流域覆盖、多部门协同、全社

会参与”的保护治理体系和责任体系，到保护治

理“一湖之治”向“生态之治”转变，保护方式从

“保护为主”向“防治结合”转变，保护部门从“部

门为主”向“全民共治”转变，全力打好洱海保护

治理及流域转型发展“八大攻坚战”……一项项

洱海保护治理工作举措强力推进、有序实施。

通过各相关部门和沿湖各乡镇开展艰苦卓绝的

洱海保护治理工作，“洱海清”逐渐成为“大理

兴”的强劲动力，以洱海保护治理统领大理经济

社会发展成效越来越显著。 左兴亮

2020年洱海综合水质
实现 7个月Ⅱ类

今年春运期间，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和

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大理市公安局

交警大队立足工作实际，创新宣传方式，

多举措全面打响春运交通安全宣传“保

卫战”。

春运启动当天，交警大队在大理东部

客运站设立春运“爱心驿站”，配备饮水

机、医药箱、工具箱，为过往旅客提供温

馨服务。同时，充分利用返乡驾乘人员

在“爱心驿站”歇息的时间，将交通安全

宣传资料发到他们手中，讲解春运期间

安全出行知识，教育群众自觉抵制乘坐

超员车、农用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

提醒广大群众出行莫忘交通安全。

在大理东部客运站，民警向驾驶员宣

传日常安全行车常识，提醒他们不酒驾、

不超员、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为每一辆

准备进入春运的大客车粘贴上精心制作

的春运车贴，敲响交通安全警钟，让“平

安春运交警同行”深入人心。同时，还向

驾驶人发放《致广大驾驶员一封信》及

《致广大驾驶员家属一封信》，让驾驶员

和驾驶员家属当好法制宣传员，提醒严

守法律法规；当好安全监督员，提醒消除

风险隐患；当好心理疏导员，提醒牢记安

全责任，提升安全防范意识，安心行路。

“同志，驾乘摩托车请您戴好安全头

盔！”“请您谨慎驾驶，不超员、不超速、不

酒驾！”……民警们走街串巷，深入人群

密集场所开展“送安全”活动。通过面对

面讲授春运交通安全知识，把宣传画册、

海报、挂件、日历、《春运出行交通安全提

示》《致广大学生家长一封信》等宣传资

料送到广大群众手中，并结合典型案例

详细讲解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和严重后

果，倡导广大群众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拒

绝乘坐超员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车和

拖拉机等安全隐患车辆，共同参与到文

明春运中。 张学丽

我市全面打响春运交通安全宣传“保卫战”

“爱心驿站”暖民心

为春运宣传“开好头”

“春运首发车”送安心

为春运宣传“起好步”

“一波宣传”贴民心

为春运宣传“固好防”

▶为切实筑牢疫情防
控网，下关街道鸳浦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持续开
展 疫 情 防 控 志 愿 服 务 活
动。入户排查工作人员积
极宣传疫情防控工作，增
强居民的防疫意识。社区
工作人员联合党员志愿者
组成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小
分队，检查督促营业场所
严格落实安全查验和分类
通行，预防和降低人员密
集场所传播风险，努力保
障群众平安过年。

童莉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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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花，极常见的一种花，也是我父母
最喜爱的花。

椭圆的叶片，简单的花型，仅五个花
瓣。花心的一点深红随着花瓣的展开渐变
成粉红，像一枚枚大纽扣。没有妖娆纷繁
的姿态，也没有香味儿。长春花有好多别
名：四季梅、日日春、四时春……从名称上
就可以知道它是一种四季常开的花。读老
舍先生的散文《养花》，他提到自己只喜欢
好 种 易 活 自 己 会 奋 斗 的 花 ，每 次 读 到 这
里，我都会微微笑着，脑海里便浮现出这
长春花来。

我的父母爱养花，
童年的小院曾开满各
色各样的花。别的花
都规规矩矩待在自己
的地盘上，月季、蜀葵
和绣球在花台上摇曳
生姿，朱顶红和茉莉在
花盆里含苞吐蕊。只
有长春花到处乱跑，花
台缝里、鸡窝旁、水沟

边，这里一丛，那里一株，到处开。风儿吹
到哪儿，便把它细细的种子带到哪儿，它
就在那里扎下根，欢欢喜喜地开起来。院
子正中是一棵阔叶树，离地面不高处就有
两个分杈，我和弟弟叫它骑马树。放学以
后，我和弟弟总喜欢骑在树上玩。忙碌一
天 的 父 亲 就 在 院 子 里 看 报 、浇 花 、喂 鸽
子。鸽群起起落落，雨点儿、瓦灰、红绛都
有，白鸽也有。母亲在低矮的小厨房里忙
碌着，饭菜的香气渐渐飘满小院。长春花
就那样毫不起眼地开着，开着，静静地。
这朵开了，那朵又谢了。不经意地，粉红

着我的童年。
长大后，我们离开了小院，长春花也淡

出了我的视野。几十年的时光好像快放的
电影胶片，忽地一下就过去了。再后来，
老爸走了，老妈紧跟着也走了。在那段昏
暗的日子里，我无法为他们写一篇完整的
文字，因为每每想起，便会泪奔。在父母
眼里，我终究还是那个没出息爱哭鼻子的
黄毛丫头。

又见长春花，是在十畝大道旁。大理
的 九 月 ，秋 雨 一 场 接 一 场 。 我 下 班 的 时
候，小区里的园艺工人们刚刚更换了绿化
带里的鲜花。明艳的粉色迅速点亮了雨
后的阴霾，一朵又一朵，争先恐后地向回
家的人绽开笑脸；一片又一片，随着十畝
大 道 延 伸 到 每 一 个 院 落 ，灿 烂 了 回 家 的
路。

长春花，平凡而朴素的花，就像一种平
凡而朴素的幸福——有家的幸福！心心念
念开在我梦里的长春花，如今又开在我家
门前。站在花前傻笑的我，不知不觉间泪
湿了双眼。

莲花烙
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怀
正与天空湛蓝的颜色相同
根深深地扎进泥潭
颈高高地立于水上
将田田的荷叶擎向蓝天
在蓝天与白云的高处
佛陀行走七步，步步生莲
亭亭玉立，姿态万千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莲花随太阳花开花落
从太阳神手持的莲花
可寻太阳掠过天际的轨迹
透过阳光朗照的荷塘
白云飘荡的高处
我仿佛看见莲花女神
站在莲花上，头戴莲花花环
神秘地向我微微一笑
醉了盛夏微风拂过的荷塘

梨花殇
一阵遒劲的春风
一夜缠绵的春雨
一缕温润的阳光
梨花溪畔坡地上
次第的梨花开了

雪白的朵朵梨花
就像漫天弥漫的雪花
定格为梨树最美的风景
梨树下一生只为一人的誓言
期待梨花绽放时的相约
一年过了又一年
一生只为这一天
衣袂飘飘的长发恋人
依然在苦苦守候

转眼即一生，转身即一世
那一年，一场大雨
曾经的誓言飘散在风中
满地的梨花飘落，花香四溢
恰似长发女子的忧伤
梨花殇离人泪

桃花劫
一场悄然而至的春雨一场悄然而至的春雨
三月桃花三月桃花，，绚丽了整个枝头绚丽了整个枝头
面若桃花粉黛娇媚面若桃花粉黛娇媚
花瓣上晶莹剔透的甘露花瓣上晶莹剔透的甘露
是桃花雨温柔的妩媚是桃花雨温柔的妩媚
我命中注定是你爱情的俘虏我命中注定是你爱情的俘虏

三生三世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十里桃花
爱情像桃花一样开放爱情像桃花一样开放
绚烂夺目绚烂夺目，，耀眼如星星耀眼如星星
光彩如日月光彩如日月，，熠熠生辉熠熠生辉
你是我的生死劫你是我的生死劫
一如我是你的生死劫一样一如我是你的生死劫一样
因为你的出现因为你的出现
占据了我所有的视线占据了我所有的视线
爱情像桃花一样开放爱情像桃花一样开放
直到海枯石烂直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地老天荒

《渴望》的旋律由远而近。那一刻，突
然就想起父亲!岁月带走了他，却没有带走
我的思念，更没有带走他的思想、他的精
神。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邻居家播放的，
那时，我们刚刚没了房子。当然，那时的
我，还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四年级小学
生，歌词的含义是无法理解的，但依旧感觉
得出来歌曲中有一点点感伤和一种坚持的
韵味。有时候，一个人对某种韵律的体味
是不分年龄和经历的，只是一种本能的感
受。

那 一 年 也 是 父 亲 一 生 中 唯 一 一 次 用
一本专用笔记记录点点滴滴的一年。而
这本笔记直到 2015 年，父亲离世后整理遗
物时我才第一次看到。在笔记本的扉页，
父亲用他一贯工整、飘逸的钢笔字写下前

言：“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时，
原居东山墙突然完全倒塌，幸好家人无伤
亡，也未祸及邻居，此不幸中大幸也。事故
发生当日，镇政府、村公所、镇教办、社队
领导赶来慰问，组织群众，为我抢搬物资、
家具，安顿住所。党恩、政恩、民恩感激不
尽。一连数日，亲友、同事纷纷前来慰问，
出谋划策，助言、助钱、助劳力。”

为感恩，同时也为告诉子女们坚强地
面对生活、热爱家园，父亲把那一年我们居
无定所日子里得到的亲友帮助、乡政府救
助以及重建家园的所有情况详细记录了下
来。

说实话，虽然 30 年过去，但 1989 年给
我的记忆就是冬天里象征着“家”的那两间
房子没了，整个冬天都很冷，真的很冷。

直到现在，父母带我挤在一堆杂物里

生活的影像依旧清晰。寒风瑟瑟，充当着
“门”之作用的那块旧布帘，也飘荡在回忆
里，不曾离开。从此，房子对于“家”的意
义让我铭心。我是那么渴望有一所宽敞明
亮的大房子，可以天天在里面听《渴望》。
尽管，父亲一直都说人在，家就在，但年少
的我对房子这个物质的渴望更超过了对

“人在，家就在”的深层理解。
那一年，我的记忆里，还有母亲满含热

泪，拿着扫把对着我的小腿一顿猛揍。那
是房子重建时的某一天，家里请了几位泥
水匠来帮忙，母亲好不容易买了一点肉招
待他们。厨房在帐篷里，没有门。不懂事
的我看见外面有几个女孩子在跳绳，莫名
其妙地就跑去跟人家玩，直接忘记了曾答
应妈妈要守在帐篷里，守着那点肉。没想
到，很不幸，砧板上那一点可怜的肉被闲逛
的一条狗全吃了。结果，可想而知，母亲难
过、我挨揍、帮忙的乡亲没肉吃……所以，
那时我最大的渴望就是，母亲不再焦虑、不
再悲伤，母亲天天在岁月里笑靥如花。

时隔多年，母亲还在感叹幸运之神的
眷顾。只因房屋完全倒塌的前夜，半夜三
点多，东墙已经塌方一大片，但我们不知
情，还在东墙下睡了一夜。母亲的话让我
唏嘘不已，有种后怕又幸运的感觉。原来，
第二天清晨才完全倒塌的房屋之所以能支
离破碎地勉强支撑了一夜，是因为墙内居
然横着一根木柱，这根柱子直到第二天早
上才完全断离。自此，终于明白父亲所言

“人在，家就在”的真正含义——那是劫后
余生的庆幸，是悲喜交加的情怀。

又静静地听了一遍《渴望》，曾经的听
不懂如今却直抵内心。岁月如刀，却也不
妨碍我们重温岁月的点滴。是的，一个人
还 能 感 知 岁 月 的 变 迁 ，是 多 么 幸 福 的 事
情。因为，再也没有比清醒地活着更有意
义的岁月恩赐了。所以，此刻，所谓渴望，
不过是希望岁月静好，流年芳香。

谁说岁月无情？其实，某些时候，无情
亦有情。岁月流逝，有回忆、有经历、有渴
望，何尝不是岁月给予的最大深情!

历经岁月的沉淀，却依然怀揣着阳光
的心态，去想念、去铭记、去感受、去爱恋，
便是岁月如刀里一道又一道温暖如初的风
景线。岁月给予你经历，教会你成长，而
你，面对岁月的种种恩赐，在这锦瑟年华里
总得要有所回报，有所选择，有所坚持。

愿每个人，在纷呈世相中可以端坐磐
石上，醉卧时光里。

花语之恋
（之一）

○○李文义

又 见 长 春 花
○○吴瑞诏 文/图

岁岁 月月
○○李绘宇李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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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波荡漾、白云悠悠，洱海边有我最美的守

候……”云南省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村民何利成

泡上一壶香茗，坐在梨树下，眼前是清澈的湖水，

耳中回荡着这首歌曲《乡愁大理》，他家客栈小院

是游客体验洱海风光、寻找乡愁之地。

苍 山 不 墨 千 秋 画 ，洱 海 无 弦 万 古 琴 。 洱 海 是

云南第二大淡水湖，也是大理人的母亲湖。在这

里 ，看 得 见 山 ，望 得 见 水 ，是 群 众 心 中 永 远 的 乡

愁。

随着大理城市建设不断推进，加之一年上千万

人次的旅游流动人口，洱海的生态环境不堪重负，

明珠一样的母亲湖逐渐失去光彩。从 20 世纪 80 年

代起，洱海水质急速下降，从贫营养状态转向富营

养状态。

“山清水秀才有乡愁，污水秃山人都不来。”何利

成等村民们看着洱海生“病”，心焦不已。

警铃阵阵，时不我待。各种“重拳”举措陆续推

出，砸向污染“病灶”。2016 年 11 月，云南开启抢救

性保护工作，从环湖截污、生态搬迁、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等多个方面着手，全面打响洱海治理攻坚

战。

2017 年，一纸“最严治理令”为洱海流域 2400 多

家餐饮和民宿按下“暂停键”，何利成家客栈被关

停。2018 年，何利成家将房子整体后退 7 米，院子一

侧的耳房部分拆除。

“我觉得值！”何利成说，现在，采取了环保措施

的客栈一滴污水也流不到洱海，这令他很自豪也很

心安。

“前些年，村民无序建房很多。沿湖而建的民居

对洱海湖滨带造成了破坏。”提起过往，湾桥镇古生

村党支部书记何桥坤直摇头。他说：“不能让洱海

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

垃圾收集清运实现“户保洁、村收集、镇清运”；

污水收集管网到户收集全覆盖，集中收集处理庭院

污水……何桥坤说，还建了多塘系统、蓝藻处理池，

有效净化农田尾水。

像古生村一样，洱海保护各项举措扎实有效实

施。风情浓郁，景色秀美。众多游客来古生村的农

家小院，心头萦绕着浓浓的乡愁。

“我们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保护洱海。”何利成

说，保护好生态环境，才能留住美丽乡愁。

“玉洱银苍一幅画，一幅画，与你携手画中行，画

中行。”这是歌曲《大理问云》描绘的诗和远方。一

湖清水，满目青山，足以让远方的你怦然心动。

湖面波光粼粼，岸边草地林地绿意盎然，环湖的

湿地、滩涂恢复了“野态”……2020 年 9 月，大理市阳

南溪到才村码头的洱海生态廊道投入试运行，旋即

成为“网红打卡地”，游人漫步生态廊道，一步一景，

趣味横生，仿若入画。

这些美丽景色被 24 岁的大理女孩施雨收入手

机，编成一条条短视频，发在朋友圈，惊艳了远方

的朋友。“我从小就看爷爷拿着相机拍洱海，后来

爸爸也跟着爷爷拍洱海，我呢，耳濡目染，学会了

摄 影 。 不 同 的 是 ，我 用 手 机 拍 ，短 视 频 居 多 。”谈

起 一 家 三 代 人“ 聚 焦 ”洱 海 的 事 儿 ，施 雨 如 数 家

珍。

施雨的爷爷施作模今年 84 岁，一头白发，身形

瘦弱，一到洱海边，举起相机，他就特别有精神。20
多岁学习摄影、20 世纪 60 年代拍摄了首张洱海照

片、近年来熟练使用数码相机……施作模拍摄的洱

海照片超过 8000 张。

施雨的爸爸施云东今年 51 岁，深得施作模“真

传”，从胶片到数码，他一直都是施作模的追随者。

“我小时候，湖水很清，后来水质变差，甚至蓝藻

暴发。”施作模说。拍污染的画面他很心痛，拍水清

见底的美图他特别高兴。数十年来，洱海是他投入

感情最多的拍摄主题，也成为施雨、施云东的执着

追求。

时 代 不 同 了 ，设 备

变 化 了 ，但 一 家 人 记 录

洱 海 之 美 的 想 法 没 有

变 。 施 雨 说 ：“ 你 来 洱

海 边 ，走 上 生 态 廊 道 ，

就 可 能 会 被 我 拍 摄 下

来。”

一边是波光粼粼的

洱 海 ，一 边 是 青 翠 巍 峨

的 苍 山 ，苍 洱 风 光 如 画

卷 般 展 开 。“ 在 洱 海 生

态 廊 道 上 领 略 诗 和 远

方，这种感觉好极了！”

来 自 广 州 的 配 音 师 戴

逸说。

以 前 ，生 态 廊 道 原

址上布满沿湖而建的民

房 ，杂 乱 不 堪 。 大 理 镇

才 村 村 民 陈 建 雄 说 ，以

前 房 子 建 到 水 边 ，天 然

湖 岸 线 遭 到 破 坏 ，风 景

全无，污水直排洱海。

现在，洱海流域筑起了一道“绿色”防线。“保护

举措中，生态廊道令我印象深刻。”生态廊道工程指

挥部工作人员赵婷说，环湖而建、全长 129 公里的生

态廊道将洱海湖滨带恢复到天然状态，大幅削减入

湖污染负荷。

这是洱海“颜值”的再提升，书写了保护治理的

绿色新篇章。“生态廊道建设围绕‘生态优先、洱海

保护’来进行，体现了自然、生态、野趣、文化、智慧，

不是片面强调修建一条康养绿道。”大理州委书记

陈坚说。

如今，只要一有时间，施作模、施云东、施雨三人

就会相约来到洱海湖边拍个不停。施作模说，这里

就是诗和远方。

“我在洱海岸边等你，等你来看月亮升起；我在

高原花海等你，等你拥抱花香四季……”歌曲《我在

大理等着你》所描述的场景是现在的洱海。

几年前却是另一种景象：乱放成堆、臭气熏天、

脏水横流……洱海周边农户养的牛每天产生的粪

便，颇让人头疼。这些牛粪，除一部分还田外，大量

被乱堆放在村民房屋旁、河边、路边，影响村容村貌

和环境，还流入洱海，造成污染。

如今，一套从养殖场到牛粪收集站、牛粪加工厂

再到田间地头的牛粪处理机制让牛粪被加工成有机

肥，成为村民眼中的“宝贝”。

大理市上关镇漏邑村村民苏建益养了 50 多头

奶牛。每隔一天，他都会往上关牛粪收集站跑一

趟，把牛粪送过去销售，每吨卖 80 元，一个月下来，

卖牛粪能挣 4000 多元。

像苏建益一样，洱海流域众多的养牛户告别了

为牛粪处置犯愁的日子，不但有牛奶收入，还有了

特别的“牛粪收入”。

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

顺和说，为了保护洱海，公司走上了用牛粪做有机

肥料的道路。目前，企业在洱海流域有 25 座有机废

弃物收集站、4 座大型有机肥加工厂、1 座特大型生

物 天 然 气 加 工 厂 和 1
座天然气加气站。每

年可收集处理畜禽粪

便、农作物秸秆、餐厨

垃圾等各种类型废弃

物 195 万吨。

农户拿实惠，企业

获原料，洱海得保护。

“牛粪大王”钟顺和变

粪为“宝”，苍山洱海间

“点粪成金”的做法被

大家津津乐道，也成为

洱海治理的一项生态

举措。

2016 年底，启动实

施流域截污治污工程体

系等“七大行动”；2018
年底，明确提出洱海流

域转型发展理念，打响

推进环湖截污等八大攻

坚战……“十 三 五 ”期

间，大理州累计投入 329.8 亿元，对洱海进行系统治

理、综合治理，是“十二五”时期的 7.9 倍；完成环湖

1806 户生态搬迁户的住房拆除任务，腾退近岸土地

面积约 1029 亩……

“我们走的是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

陈坚说，洱海已从富营养初期状态转为中营养状

态，从抢救性保护治理工作阶段转入到保护性治理

工作阶段。

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院长王欣泽

说，近年来，洱海入湖污染负荷大幅削减，湖区水质

下滑趋势得到遏制。“水体透明度达 2.5 米以上的时

间，一年有 3 个月左右，是近几年最好水平。”

洱海水质稳定并逐步向好，给大理调整产业结

构、实现绿色发展赢得时间和空间。陈坚说，洱海

保护最大的产出是生态效益，并逐步从生态效益向

经济效益转化，从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

（转载自2月1日《大理日报》）

（图片来源于网络）

曾因污染而黯然失色的高原明珠洱海，迎来了复苏时刻：迷人的山水画

卷在世人面前徐徐展开，成为无数人的诗和远方。

2015年，在云南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仔细察看生态保护湿

地，听取洱海保护情况介绍，在洱海边和当地干部合影后说，“立此存照，过几

年再来，希望水更干净清澈”。

现在，这颗明珠熠熠生辉。湖水清清，波浪声声，苍山洱海间回荡着美丽

乡愁之歌、诗和远方之歌、绿色生态之歌。

大湖欢歌：高原明珠洱海复苏记
○新华社记者 王长山 丁怡全 杨牧源

美 丽 乡 愁 之 歌

诗 和 远 方 之 歌

绿 色 生 态 之 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