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7月 9 日 星期六2022年 7月 9 日 星期六77 生 态生 态

入夏后，拉鲁湿地碧波荡漾、绿草萋萋、

水鸟翔集。沿步道悠然漫步，颇有“人在景

中走，如在画中游”的意象。生活在西藏首

府拉萨的市民，因拥有世界上海拔最高、国

内面积最大的城市内陆天然湿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拉鲁湿地，让这般如诗如画的

美好生活变得触手可及。

拉鲁湿地位于拉萨市城区西北方向，平

均海拔 3645 米，保护区总面积 12.2 平方公

里。“在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又是首府城市

的腹心区，能有这么一大片天然湿地，让不

少人感到诧异。”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局长拉姆次仁表示，拉鲁湿地已经

成为城市发展与高原生态和谐共生的生动

诠释。

拉姆次仁坦言，由于拉鲁湿地位于城

市之中，如何有效保护湿地生态系统、使其

免受城市发展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是一个

不小的挑战。“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拉萨

的城市发展没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上世

纪 90 年代开始，党委政府和当地群众便开

始有意识地对湿地进行保护。”拉姆次仁

说，长期以来，拉鲁湿地持续开展保护和生

态修复工作改善了拉萨气候，增加了空气

湿度和含氧量，因此被称为“拉萨之肺”。

在大家用心用情呵护下，高原古城得以尽

情“深呼吸”。

据了解，1995 年，拉萨拉鲁湿地自然保

护区管理委员会成立；1999 年，拉鲁湿地获

准建立西藏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2000 年，

《拉鲁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颁布实施；

2005年，拉鲁湿地自然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2010年，西藏出台《拉萨市拉鲁

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并于 2018 年进

行了修订。

“2000 年以来，国家先后投入约 6 亿元

实施了拉鲁湿地一期、二期、三期保护工程

和‘三渠一河’整治工程。”拉姆次仁说，特别

是随着湿地核心区生态搬迁、保护区扩展、

湿地生态系统恢复、保护区防护林绿化、巡

护步道建设、补水系统改造等一系列工程的

实施，湿地生物多样性得到了有效保护，主

要动植物种群和生物资源都在逐渐得到恢

复和发展。

“近年来，湿地北侧 536 亩沙化、干化土

地得到补水，湿地水域面积扩大三分之一，

水位平均上升了 3 厘米。湿地现有野生动

物 195 种、昆虫 101 种，植物由原来的 332 种

增加到 395 种，新发现鸟类 43 种，越冬候鸟

也明显增多。”对保护取得的成效，拉姆次仁

如数家珍。

按照“生态保护成果与市民共享”的生

态发展理念，2020 年起，每年 5 月至 10 月拉

鲁湿地边缘部分巡护步道对市民开放，为大

家提供了更多近距离亲近自然、了解湿地的

机会。

湿地开放后，58岁的拉萨市民刚祖便成

了这里的常客。“我从小就生活在拉鲁湿地

旁边。以前我在这里放牛牧羊，也有人在周

边私搭乱建，无序利用让湿地受到了伤害。

好在当地党委与政府及时制止，对湿地采取

了一系列保护和修复措施，不然这样的美景

今天恐怕是看不到了。”刚祖说，“现在，节假

日我和家人都喜欢来拉鲁湿地散步，特别是

小孙女非常喜欢观察湿地中的各种水鸟，在

这里她学习了解了不少新知识。”

“丰茂的水草、绚丽的野花、成群结队的

鸟儿，身处拉鲁湿地之中，美丽的风景让我

们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在高原。距离城市中

心这么近，能够把这么一大片天然湿地保护

得如此之好，为拉萨人民点赞！”慕名前来拉

鲁湿地观光的浙江游客万鹏程说。

大家对拉鲁湿地景色的赞许和对保护

成果的肯定，也让央金等 35 名湿地巡护员

由衷感到高兴。“我们每天在湿地行走 2 万

多步清洁环境、安全巡护，为大家提供服

务。看着湿地越来越美丽，我感到一切付出

和努力都是值得的。”央金说。

绿荫掩映中的步道，三五成群的市民游

客行走其间。他们时而拍摄近旁嬉戏的水

鸟，时而远眺巍然屹立的布达拉宫，走累了

在旁边的座椅上小憩，尽情享受着这份大

自然的馈赠。如今，拉鲁湿地持续发挥着

水源涵养、调节城市气候、增加城市空气湿

度和含氧量、平衡地下水位等功能，在促进

拉萨城市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城市环境质

量改善的同时，也成为市民游客休闲观光的

好去处。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申请资金实施拉

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与提升工程，

建立以鸟类监测为主的生物多样性自动化

监测平台以及科研中心、生态文明科普教育

基地，进一步完善生态修复和保护工作，持

续呵护好‘拉萨之肺’。”拉姆次仁说。

云南昆明整治环湖造城乱象云南昆明整治环湖造城乱象——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滇池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滇池
本报记者 周 斌 曹 松

今年 4 月，中央第八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下沉督察发现，云南昆明围绕滇池“环湖

开发”“贴线开发”现象突出，长腰山区域被

房地产开发项目蚕食，部分项目直接侵占滇

池保护区，挤占了滇池生态空间。

5 月 6 日，督察组曝光了“云南昆明晋宁

长腰山过度开发严重影响滇池生态系统完

整性”典型案例。云南省以及昆明市深刻剖

析问题根源，真抓实干整改落实，以雷霆手

段坚决全面彻底推进长腰山片区过度开发

问题整改工作，并以此为警醒，切实提升推

进滇池高水平保护治理，让“高原明珠”早日

重放光彩。

坚决立行立改

6 月 30 日，记者来到云南昆明市晋宁区

长腰山上，曾经建在山顶的楼房已经消失，

钢筋水泥拆除殆尽。沿着小路到达山顶眺

望，远处滇池一碧万顷，近处山间草木青青，

蓝天白云之下，构成了一幅青山碧水的美丽

风光，滇池长腰山整改效果初步显现。

5 月 6 日，中央第八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发出了“云南昆明晋宁长腰山过度开发严

重影响滇池生态系统完整性”典型案例通

报，明确指出长腰山片区开发存在“非法侵

占滇池保护区、打擦边球进行房地产开发、

长腰山生态功能基本丧失”等问题，并指出

围绕滇池还存在“环湖开发”“贴线开发”等

突出问题。

长腰山位于滇池南岸，是滇池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滇池重要自

然景观。然而，在房地产商的开发下，长腰山

区域 90%面积被房地产蚕食，部分项目直接侵

占了滇池保护区，挤占了滇池生态空间。

“对照督察组指出的问题，以及云南省、

昆明市党委政府现场督办提出的要求，我们

全面反思全面反思、、迅速行动迅速行动，，以最高标准以最高标准、、最严制最严制

度度坚决全面彻底抓好问题整改坚决全面彻底抓好问题整改。”。”昆明市晋昆明市晋

宁区古滇管委会城建局局长李敏说宁区古滇管委会城建局局长李敏说。。

李敏说，晋宁区按照“一停二拆三修复”

的原则，停建了长腰山滇池片区三级保护区

范围内的所有工程项目，并依法依规进行适

建评估、分类提出整改意见，全部拆除了滇

池一、二级保护区内与滇池保护无关的建筑

物，同时对长腰山进行植被恢复。

立行立改、迅速行动。截至 2021 年 7 月

28 日，长腰山滇池一级保护区内 270 米道路、

昆明市滇池湿地管理中心（古滇水军府）、“滇

海古渡”大码头已全部拆除完毕；长腰山滇池

二级保护区内已批未建的 390 栋建筑全部取

消建设，已批在建和已建成的 214 栋 542 套建

筑已全部收回拆除；长腰山滇池三级保护区

内所有项目已全部停建停售并分类处理。经

过整改，晋宁区累计拆除长腰山片区滇池一、

二级保护区内 15.82 万平方米建（构）筑物，并

复原复绿 94 万平方米，种植植被约 35 万株。

记者看到，曾经的“水泥山”已经不复存在，长

腰山正逐步恢复绿色。

“我们种植乔灌草花藤组成的群落，重

建林草植被，逐步恢复生态，计划到 2025 年

让整个长腰山的生态涵养功能基本得到恢

复。”晋宁区古滇管委会副主任陈海明说。

走出环湖造城

长腰山过度开发并非个案。督察组还

指出，滇池草海片区“贴线开发”问题突出，

大量房地产项目与湖争地，“寸土必争”“寸

步不让”。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阿泽新表示：

“我们认真反思汲取滇池沿岸违规违建深刻

教训，下定破解‘环湖造城’困局的决心，坚

决全面彻底抓好问题整改。聚焦滇池沿岸

一、二级保护区和毗邻一级保护区的三级保

护区，进行‘拉网式’排查，实事求是开展排

查甄别工作，做到‘一把尺子’量到底，框定

整改任务的‘总盘子’。”

在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的牵头下在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的牵头下，，昆明市昆明市

采取采取““背靠背排查背靠背排查”“”“面对面甄别面对面甄别””的方式的方式，，对对

环滇池沿岸建设项目全面排查甄别，在滇池

沿岸一、二、三级保护区共梳理出 546 个点

（片），形成三个批次整治清单，分别采取限

期拆除、限期迁出、保留、优化提升、调整功

能等方式分类整改。

滇池东岸的铭真高尔夫球场侵占了滇

池一级保护区。在整治过程中，昆明市坚决

彻底铲除该球场 724.56 亩全部 18 个球洞（果

岭）、球道等球场设施，拆除内部所有硬化道

路和会所、休息屋等建（构）筑物，完成生态

修复。与此同时，昆明市还对现有 17 块高尔

夫球场进行自检自查，落实“错一减二”政

策，关闭寻甸高尔夫球场。滇池南湾五渔邨

项目位于滇池南岸，昆明市对已批未建的不

再建设，已建的建筑物全部拆除，并将五渔

邨“艺术展示中心”改造为环滇池违规违建

整改展示馆和生态违法违规行为教育警示

场所，警示后人牢记教训、不越红线。对于

环草海片区大量开发建设项目，昆明市遵循

“规范业态、留出空间、环保达标”的原则，逐

一分类提出整改措施，通过整改，业态调整

和规模削减面积达到 257.9 万平方米。

云南省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总规划

师王燚说，经过集中整治，截至 6月底，昆明市

累计拆除滇池沿岸建（构）筑物 110万平方米，

环湖路临湖一侧减少建设用地 17250亩、建筑

面积 639 万平方米，恢复生态湖滨带 14 公里，

滇池沿岸违规违建问题基本整改到位。

“通过整改，昆明市扭转了‘环湖造城’

‘贴线开发’的局面，降低了滇池沿岸建设规

模，增加了滇池一级保护区以外的缓冲区

域，下一步按照‘减法’原则，我们牢固树立

‘离湖布局、远湖发展’的思路，实现滇池流

域内外协调发展。”王燚说。

提升保护治理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督察办主任曹俊说，

针对针对““昆明市长腰山过度开发昆明市长腰山过度开发、、铭真高尔夫铭真高尔夫

球场违规建设球场违规建设，，严重破坏滇池生态系统完整严重破坏滇池生态系统完整

性”问题，云南省对 34 个责任单位追责问责，

对 81 名责任人进行了追责问责。

追责背后，“长腰山”问题也给云南省以

及昆明市敲响了警钟：在滇池保护治理上，

不能只算眼前账、不算长远账，必须正确处

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要像保护眼睛一样

保护滇池。

作为昆明的母亲湖，滇池本是云南和昆

明的一颗明珠，然而上个世纪以来，随着生

态遭到破坏，水资源过度开发，治污设施建

设滞后，大量污染物进入滇池，上世纪 90 年

代滇池水质恶化为劣Ⅴ类，成为中国污染最

严重的湖泊。滇池治理代价巨大，经过 20 多

年的持续综合治理，2022 年 1 月至 4 月，滇池

全湖水质保持Ⅳ类。

“尽管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是滇池

保护治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滇池仍然很脆

弱。”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宣传教育处处长张

佳燕表示，当前昆明城区截污体系亟待完

善，流域生态环境压力大，保护与发展矛盾

突出，面源污染防治还需加强，滇池及湖滨

生态系统仍较脆弱⋯⋯

目前，在 2021 年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的

基础上，云南省制定了《深化滇池沿岸违规

违建整改推进滇池高水平保护治理 2022 年

工作方案》，全力做好滇池沿岸违规违建整

改“后半篇文章”。

眼下，昆明市部分小区正在进行雨污分

流改造，昆明计划三年新建（改造）约 94 公里

的排水管网及附属设施；全长 137 公里的滇

池绿道也在加紧建设中，建成后，平均离湖

岸线距离约 250 米的绿道将实现物理屏障、

恢复生态、还湖于民功能；此外昆明针对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美丽乡村建设、湿地保护

提升治理的工作也在推进中。

“通过推动源头治理、精准治理、科学治

理，努力把滇池流域建设成为绿色农业发展

示范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 地基 地 、、国 家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示 范 区国 家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示 范 区 。”。”阿 泽阿 泽

新说新说。。

严格环保督察促高质量发展

曹红艳

黑龙江磨盘山水源水质改善取

得历史性突破，“污迹斑斑”的甘肃东

大沟如今成为重金属污染治理的样

板，宁夏沙湖实施水生态修复治理获

得美丽河湖提名，浙江嘉兴以点带面

打好存量污泥处置翻身仗，长江岸线

“绿色蝶变”，广东增城牛仔服装产业

华丽转身⋯⋯从白山黑水到大河上

下，从大江南北到粤海南天，中央生

态环保督察正推动着一大批突出环

境问题的解决。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明

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

靠保障。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就是其中

最有代表性的重大制度建设之一。中

办、国办先后印发《环境保护督察方案

（试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规定》《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

作办法》，为督察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法治基础。督察自 2015 年底开始

试点至今，督察范围从 31 个省区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扩展到中央企业和

国务院有关部门，为完成污染防治攻

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提供了重要保

障，取得了“中央肯定、百姓点赞、各方

支持、解决问题”的显著成效。

以问题为导向，是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的突出特点。奔着问题去，奔着

责任去，紧紧盯住生态环境领域的突

出矛盾和重大问题，敢于啃“硬骨头”，

不做稻草人，让环保督察成为“高悬的

利剑”。祁连山全面开展生态环境修

复治理，由乱到治、大见成效。长白山

拆除违建高尔夫球场及别墅，实现复

植复绿。环保督察对长江岸线保护、洞庭湖非法矮围整治、

秦岭违建别墅整治等老百姓关注的问题一盯到底，不彻底

解决绝不罢手。一个个曾被认为“不可能”整治的污染问

题，一处处曾一度失去的清水绿岸，或整改到位，或失而复

得。我们解决了一大批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办

成了一批长期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人称“督察是猛击一掌”，“震醒”了对环保问题视而不

见、听而不闻的“装睡者”，压实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通过督察，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主动性明显增强，生态环保责任意识明

显增强，并将督察整改作为政治责任来担当。各省份普遍

成立由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省委常委

会会议、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保

工作已经成为常态，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都在抓环保的

大环保工作格局基本形成。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

这几年督察将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中的生态环保要求落实情况纳入督

察，助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作用正在显现。随着

督察深入，不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盲目决策的情况明显减

少，发展与保护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明显改变，一批违法

违规项目被叫停，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得到实施，一批传

统产业优化升级，一批绿色生态产业加快发展。

行百里者半九十。当前，污染防治攻坚战正在深入推

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任务十分艰巨，美丽中国建设任重

道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当不

负众望，更向纵深行，为以高水平环境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

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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