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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花雪月总关水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风靡全国的电
影《五朵金花》就向人们展示出大理风光的
独特和神奇。“大理三月好风光”的歌词自
此家喻户晓。大理人有句口耳相传的俗语

“下关风吹上关花，苍山雪映洱海月”，彰显
出大理水资源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带来工
业化的浪潮之后，大理人也曾经只顾着加
快经济建设的步伐，一度忽略了生态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走了弯路。

在大理州洱源县的茈碧湖生态湿地
园，洱源县环保局副局长龚双斌指着不远
处的一片柳岸芦湾之地，感慨地说：“那里
曾经是一片‘农家乐’饭庄，生意好得很，每
日的客流量相当大。不过环境也破坏得比
较严重，水质只能徘徊在‘五类’上下。”

过度开发导致了自然环境的恶化。大
理人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能再继
续走盲目破坏生态、追求经济增长的老路
了。但是，新的发展路径如何确立？大理

人发现，不论是稳居全国各城市前十位的
大理空气质量，还是街上一年四季随处可
见的奇花异朵，抑或苍山之巅陈迹于落叶
松之上的星星霜雪，都离不开“水”——洱
海的滋润。

一套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赢的治理
办法随即浮出水面。大理州委、州政府提
出“美丽洱海，幸福大理”的宗旨，秉持“建

设绿色流域”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环境
优先、洱海保护优先的原则，开始“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洱海”。

减源、截污、修复、再利用⋯⋯“双取
消”、“三退三还”、“三禁”（禁磷、禁白、禁
牧）的治湖措施陆续推出；建成生态湿地近
万亩，治理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189.8 平方
公里。大理的“眼睛”开始“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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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美国一份大报头版的

报道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某上

海商人放弃繁华大都市，不远千

里，迁居云南，住进大理，只为享受

更为舒适的生活环境。

报道刊出时，记者恰巧在大

理。读得此文后，忍不住询问身

边的大理人，这里的自然生态环

境，真如文中所述那样好吗？大

理人说，没感觉啊，我们一直都是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每天日出

日落的，很正常嘛！可是当记者

再问一个刚到大理旅游的外地人

时，这位游客却对大理的环境连

声赞叹。

本地人和外地人对大理截然

不同的看法，从一个侧面折射出

大理良好生态的可贵。很多人并

不知道，为了守护住眼前这美丽

宜居的风光，大理人付出了多少

努力。

大理好风光 洱源绿水长
本报记者 周 斌 梁剑箫

追根溯源，洱海 70%的水都来自大理
洱源县的河与湖。

洱源人眼中，“洱源净，洱海清，大理
兴”。洱源的一举一动，就是洱海生态保护
的一幅缩微地图。洱源的水“净”了，洱海
也就“清”了。

要治水，治污是关键。沿湖沿河各
村庄的垃圾、污水和畜禽粪便是洱源治
理的三大“拦路虎”。洱源县对症下药，
采取垃圾中转站焚烧填埋、污水处理系
统以及还田施肥再利用的策略，逐一击
破，科学治污。

在茈碧湖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记者
看到了很多村民饲养的奶牛。大理州环
保局有关人士表示，洱源的畜禽粪便主
要就来自于各村庄养的这七万头奶牛。
这些粪便有 40%还田当肥料，20%进入
太阳能沼气站，剩下 40%则进入在建的
生物有机肥厂，转化成有机肥料，二次循
环使用。

科学治污的同时，政策支持也不断加
大。《大理州洱海管理条例》颁布实施，并
先后两次修订，将洱海正常来水年的最低
生态运行水位从原先的 1962.69 米提高
到 1964.3 米，确保洱海生态用水。《大理
州湿地保护条例》、《大理州苍山保护条
例》、《大理市洱海海西保护条例》随即出
台，公布实施洱海水污染防治、垃圾污染
物处置、滩地管理等一系列单项管理办
法，形成较好的洱海保护治理法规体系。

同时，大理人还构思出一个“2333 计

划”——2015 年末，实现洱海Ⅱ类水质的
目标，3 年内投入 30 亿元，着力实施“两百
个村两污治理、三万亩湿地建设、亿方清水
入湖”三大重点项目。

跟着龚双斌漫步在茈碧湖边，放眼望
去，湖面清如碧玉，湖中有村，村中有湖，柳
岸芦湾，烟渚渔歌，令人神往。

“茈碧湖中，种植着美人蕉和海菜等，

可以对湿地水质进行净化。开发湿地园之
前，这里的水质标准只能达到五类以下；如
今，基本上每年可以测到三类以上的水
质。”言语中，龚双斌难抑兴奋。

记者了解到，2006 年以来，洱海水质
连续 7 年总体保持在Ⅲ类，其中有 38 个月
达到Ⅱ类。2012 年有 7 个月达到Ⅱ类，
2013年 1月至 4月及 12月为Ⅱ类。

要保护好环境，既要治好污染，也必须
实施重大生态工程。大理实施了退耕还林
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建立了森林生态效
益补偿机制。多年来，大理州累计完成退
耕还林 119.1 万亩，平均每年有 1.1 亿元直
接转化为农民收入。全州 3053.11 万亩林
地中，纳入生态效益补偿 1050.96万亩。

乘着缆车，登上苍山之巅，只见一片片
松树林高耸入云。“未来 5 年，大理的森林
管护将完成 1468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60%
以上，林业总产值 200亿元以上，城市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将超 35%。”大理环保局有关
人士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重大生态工程不断推进的同时，经济
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洱海流域，生态农业得到大力推
广 ，建 立 了 无 公 害 、绿 色 、有 机 食 品 基
地，发展名特优蔬菜及园林花卉为主的
特 色 高 效 生 态 农 业 。 规 模 化 畜 禽 养 殖
区 的 建 设 和 畜 禽 粪 便 处 理 的 实 用 技 术
研究也陆续开展。

产业结构得以优化，新建工业项目重
点向工业园区集聚，农产品加工、机械装

备、乳制品加工等得到重点发展。大理还
积极拓展旅游业、居住产业、现代物流和
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
长点。

大理州还通过开展“洱海河道保洁
周”、“洱海保护月”等活动，营造“洱海保护
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使当地旅游业和农
村社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

沿湖村民在雨季来临之前对流域主要
入湖河道、湖面等进行环境集中整治。对
洱海主要入湖河道、沟渠进行清淤及环洱
海村落环境进行整治，减少进入洱海的污

染负荷，改善人居环境及村容村貌，提高了
农村生活品质及舒适程度。

在确保环境质量的前提下，大理州2013
年上半年全州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95.88亿
元，比2012年同期增加44.5亿元；规模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186.14亿元，增长34.88%；财
政总收入69.06亿元，增长14.1%。

未来，新一轮生态文明建设将在大理
深入展开；三大类重点项目也会逐步推进；
流域截污治污基础设施建设将不断加大。
大理的水质，在确保平稳的基础上，将不断
得到提升。

亿方清水入湖来

山清水秀经济兴

水污染治理

要向纵深推进
来 洁

2011 年 10 月，一种神秘的金丝猴新种群在
云南省怒江州首次被发现，这意味着，我国境内极
有可能也生存着世界上极为珍稀的第五种金丝猴
——缅甸金丝猴。

而直到 2012 年，当这种金丝猴的粪便鬼使神
差地落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位工作人
员的头上时，科研工作者这才首次“采集”到新种
群的粪便样本，通过 DNA 鉴定，最终在分子水平
上确定了这种金丝猴正是缅甸金丝猴。进行这次
DNA 鉴定的不是别人，正是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副院长、时年 36岁的女科学家于黎。

“我们可以看到的金丝猴机会很少，因此这
个样本得来的非常不易，结果更是令人振奋！”在
日前举行的第十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颁奖会
上，于黎作为获奖代表，向记者提起那次意外收
获，仍然非常兴奋。

生活在滇西北深山老林中的滇金丝猴是我国
独有的珍稀动物，同时也是世界最濒危动物之一，
然而近年来滇金丝猴赖以生存的原始森林不断遭
人砍伐。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要让生物
和环境更加和谐。”长发齐肩的于黎说话轻声细
语，似乎怕惊醒了深林中熟睡的各种小动物。她
对记者说，如果我们想去保护一个物种，首先要
对这个物种的遗传背景和进化历史等有所了解，
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知道如何更好地保护它。我
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通过研究动物如何通过自
身的变化来适应环境，最终为生物资源和动物保
护提供一些借鉴。

于黎本科学生物技术，硕士读细胞生物学，博
士研究动物学。因为着迷于大自然的种种神秘与
惊喜，2000 年她怀揣梦想，从遥远的北国辽宁来
到陌生的西南边陲，在素有“动物王国”之称的云
南深深扎下了根。

于黎说，中国很多特有或主要分布的动物都
在云南，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使用 DNA 序列，研
究它们的进化历史和进化机制，可以回答它们从
哪里进化和如何进化的重要科学前沿问题，进而
探索物种多样性的成因。“我的工作是研究生物如
何适应极端环境，以及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对
动物的威胁，希望为人类如何保护环境提供一些
思路，能够为生物和环境保护作更多的贡献。”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评审会给予于黎的评语
是：于黎以中国西南部两个重要动物类群——犬
型超科和疣猴亚科为对象，开展了分子进化研究，
揭示了它们的起源和演变过程，发展了分子进化
的相关理论，有重要的科学理论意义和保护生物
学价值。

要想在科研领域取得成果，必须付出辛勤的
劳动和不懈的努力。在风景秀美的七彩云南，于
黎更多时间却是在实验室度过的，朝夕相伴的是
仪器和电脑。在很多人看来，分子水平上的研究
难免枯燥乏味，但对于黎来说，从繁杂的基因中破
解生物进化的奥秘，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做科研确实很苦，但我却觉得很值，因为兴
趣在，做起来就不苦了。我很喜欢金丝猴，滇金丝
猴有非常好看的红嘴唇，而川金丝猴全身都是金
黄色的，也非常好看。”她笑着说，“人生重要的不
是所站的位置，而是所朝的方向。梦想，就是一种
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我们只有在失败
中寻找胜利，在绝望中寻求幸福。”

保护环境

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

本报记者 陈 颐

于黎，十多年扎根云南深山老林研究

滇金丝猴保护。在这位 38 岁女科学家的

心里——

于黎，十多年扎根云南深山老林研究

滇金丝猴保护。在这位 38 岁女科学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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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草原生态不断恢复黑龙江草原生态不断恢复

生态经纬度

无论是清新的空气，还是绚丽的花朵，都离不开洱海的滋润。一

系列治污措施实施后，大理的“眼睛”开始“亮”起来

大理治水从源头抓起，逐一击破畜禽粪便、垃圾、污水等污染源，

同时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在实施退耕还林等重大生态工程的同时，经济建设并未放缓，生

态农业、旅游业等绿色产业成为大理新的经济增长点

洱海是大理的眼睛。前些年，因为走

了发展的弯路，这双明眸有些黯淡了。这

两年，在确立了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后，这

双慧眼又恢复了秋波潋滟的风姿。更令

人欣喜的是，在确保环境质量提升的前提

下，大理的经济发展也步入了良性轨道，

经济生态两不落。

洱海治理所取得的成绩，只是近年

来我国在水污染治理方面的一个缩影。

去年年初，辽河率先在“三河三湖”

的黑名单中摘掉了重污染的“黑帽子”；

在松花江流域，只生存在优良水质中的

桃花水母也重现芳踪⋯⋯2013 年，我国

七 大 水 系 监 测 的 577 个 国 控 断 面 中 ，

Ⅰ～Ⅲ类水质断面占 66.7%，比 2012 年

上升 2.6 个百分点；劣Ⅴ类占 10.8%，比

2012 年下降 1.5 个百分点。这些水环境

质量的改善来之不易，正是得益于“九

五”以来，尤其是“十一五”期间，国家对

水环境治理的力度不断加大。

诚然，我们不能忘记，我国当前的水

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水污染物的排

放总量仍然巨大。据统计，我国化学需

氧量的排放量在 2400 万吨左右，氨氮的

排放量在 245 万吨左右，这些远远超过

了目前的环境容量。有专家测算，这些

总量必须要削减 30%到 50%，我国的水

环境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饮水安全受

到全社会高度关注，但是在有些地方，地

下水污染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有些

农村或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河沟、

河岔的污染问题仍然十分严重。

值得期待的是，今年我国的水污染治

理将向纵深推进。环保部已经将全力推进

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列为全年的三项重

点工作。目前，环保部正在编制的《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将参考“大气十条”，力图

在责任、任务、措施、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

更好地推进水环境质量的改善。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核心就是

改善水环境质量，一方面要消灭国控断

面劣Ⅴ类污染严重水体，另一方面要重

点保护好饮用水水源地、生态良好湖泊

等高功能水体，不能再重复“先污染、再

治理”的老路。在具体措施方面，一是要

大幅度削减工业污染的排放；二是要管

理好城市生活污染的排放；三是要治理

好农村河沟、河岔。

重现碧水蓝天，并非朝夕之功。在

治理水污染的艰巨征程中，需要政策、市

场、法律、科技等多方面的合力，也需要

全社会的共同呵护。

据新华社电 我国产粮第一大省黑龙江省近
年来不断加大恢复草原生态力度，通过完成“国家
退牧还草工程项目”以及种草改草等措施，恢复草
原生态环境。

黑龙江省是草原大省，草原面积超过 750 万
公顷。近年来，黑龙江不断加大草原维护和种草
改草力度，充分利用围栏封育、浅翻轻耙、松土补
播和人工种草技术改良草原，植被的覆盖度和优
质牧草的比例得到大幅度提高，草原生态不断得
到恢复。

2013 年，黑龙江省充分利用国家和省里的重
点项目带动农民种草改草的积极性。省级财政下
达了人工草地牧草良种补贴 5836 万元，克服严重
内涝和夏季特大洪涝灾害，复壮更新或新建人工
草地 100.1万亩。

走过发展的弯路之后，大理开始“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洱海”——

环保部正在编制《水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其核心就是改善

水环境质量，将消灭劣Ⅴ类污染

严重水体，并重点保护好饮用水

水源地、生态良好湖泊等

大理建成生态湿地近万亩大理建成生态湿地近万亩，，治理流域水土流失面积治理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189189..88平方公里平方公里。。 雷桐苏雷桐苏摄

到 2015 年末，

洱海将实现Ⅱ类水

质。为此，大理在3

年内将投入30亿元，

实施“两百个村两污

治理、三万亩湿地建

设、亿方清水入湖”

三大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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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色 人 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