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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科研成果写在大地上

云南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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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位于云南省丽江市玉龙雪山东麓的蓝月谷

风景区，冬日山谷间云雾弥漫，白雪点缀，别样美丽。

新华社记者 王冠森摄

图图②② 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境内的昂赛

大峡谷中拍摄的雪豹。 新华社记者 觉 果摄

图图③③ 安徽巢湖灵动秀美，沿岸不少景点成为老百

姓亲近自然的好去处。 （新华社发）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云 南 省 深 入 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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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努力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

兵”的战略定位，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十年来，云南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

路，推动生态高颜值与发展高质量齐头并进，如今，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成为云南的标配，生态健康、绿

色发展成为云南的名片。

守护青山绿水

每逢假期，昆明滇池海埂公园便成为许多市民

和游客休闲游玩的好去处。沿着小路行走，绿树成

荫、凉风习习，站在岸边远眺，滇池一碧万顷，远处西

山横卧，优美的湖滨风光令人陶醉。

滇池是镶嵌在昆明城市版图上的一颗宝石，一

直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存在。然而，上世纪 70 年代以

来，滇池污染不断加剧。

“60 年代淘米做饭，70 年代游泳洗菜，80 年代开

始变坏，90 年代风光不再。”老昆明人李东升念的一

句顺口溜，道出了滇池生态环境前几十年的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昆明实施“湖泊革命”攻坚战，

开展内源污染治理、入湖河道整治、外流域引水与节

水农业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等系统工程，启动滇池“四

退三还”生态建设工程，让滇池保护治理进入全面

提速新阶段。

从“ 环 湖 造 城 ”到“ 保 护 第 一 ”，从“ 就 湖 治

湖 ”到“ 流 域 治 理 ”，从“ 急 功 近 利 ”到“ 久 久 为

功 ”，云 南 以 全 新 的 理 念 和 创 新 性 举 措 抓 好

高 原 湖 泊 保 护 治 理 。 云 南 省 水 利 厅 副 厅 长

高 嵩 介 绍 ，不 仅 是 滇 池 ，通 过 云 南 全 省 的 共

同 努 力 ，九 大 高 原 湖 泊 水 质 稳 中 向 好 。 与

2012 年 相 比 ，2021 年 ，抚 仙 湖 、泸 沽 湖 水 质

均 保 持 Ⅰ 类 ，洱 海 水 质 由 Ⅲ 类 提 升 到 Ⅱ
类 ，阳 宗 海 水 质 保 持 Ⅲ 类 ，滇 池 草 海 水 质

由 Ⅳ 类 提 升 到 Ⅲ 类 ，程 海 水 质（氟 化 物 除

外）达 到Ⅳ类 。

美丽云南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一张亮丽

名 片 ，守 护 好 云 南 的 好 山 、好 水 、好 空 气 、

好 生 态 ，就 是 筑 牢 祖 国 西 南 生 态 安 全

屏障。

10 年来，云南统筹推进水污染治理、

水生态保护、水资源管理，该省优良水体

比 例 达 89.6% ，十 年 提 升 了 34.5 个 百 分

点 ，出 境 跨 界 断 面 水 质 100% 达 标 。 云

南 全 面 完 成“ 散 乱 污 ”企 业 整 治 、小 锅

炉 淘 汰 任 务 ，该 省 地 级 城 市 空 气 质 量

优良天数比率连续多年稳定在 98%以上，2022 年上

半年达 99.4%。通过持续推进“森林云南”建设，扎

实 开 展“绿 美 云 南 ”行 动 ，云 南 森 林 面 积 达 3.74 亿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65.04% 、森 林 蓄 积 量 达 20.67 亿

立方米，几项指标均居全国前列。

培育绿色动能

车间机器轰鸣、工厂鳞次栉比、园区车辆穿

梭⋯⋯在文山州砚山县，正在建设中的云南绿色铝

创新产业园一派繁忙景象。

近年来，文山州加快绿色铝产业发展，成功引进

魏桥、神火、中铝有关项目，该州绿色铝产能达 343 万

吨、再生铝产能达 100 万吨，成为全国绿色铝产能最

大的州市。同时，文山州积极补链延链、引进铝材精

深加工企业 14 户，形成了铝土矿—氧化铝—绿色

铝—铝精深加工—综合利用的全产业链，2021 年实

现产值 245 亿元。

一 边 ，文 山“ 绿 色 铝 谷 ”从 无 到 有 、逐 步 壮

大。另一边，曲靖在打造“光伏之都”道路上活力

满 满 、大 步 前 进 。 近 年 来 ，曲 靖 工 业 转 型 强 力 突

破 ，引 进 了 隆 基 股 份 、晶 澳 科 技 、阳 光 能 源 、信 义

玻 璃 等 行 业 龙 头 企 业 ，通 过 龙 头 带 动 、全 链 打 造

绿色硅光伏产业集群，目前建成和在建硅棒及切

片 产 能 80GW、占 全 国 产 能 的 18%，光 伏 全 产 业 链

发展已具雏形。

绿色铝、绿色硅纷纷青睐云南，这缘于云南不断

扩大的绿色能源优势。

云 南 省 能 源 局 局 长 卢 文 祥 介 绍 ，10 年 来 ，云

南 加 快 推 进 国 家 清 洁 能 源 基 地 建 设 。 随 着 乌 东

德 、白 鹤 滩 、溪 洛 渡 水 电 站 等 12 座“ 大 国 重 器 ”相

继 投 产 发 电 ，该 省 水 电 装 机 7820 万 千 瓦 ，装 机 规

模 居 全 国 第 二 位 ，风 电 、光 伏 发 电 装 机 规 模 提 升

至 1278 万千瓦，10 年增长 7.35 倍。截至 2021 年年

底 ，云 南 电 力 总 装 机 达 到 1.06 亿 千 瓦 ，其 中 ，清 洁

能源装机超过 9000 万千瓦，能源产业跃升为该省

第一支柱产业。

“目前，云南绿色能源装机、绿色能源发电量、清

洁能源交易量、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占比均

居全国前列。”云南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梁旭东介

绍，云南依托资源优势不断延伸产业链，推动绿色能

源与绿色制造融合发展。“云南绿色铝硅产业发展迅

猛，全国绿色铝重要产业基地初具规模，与使用火电

生产电解铝相比，每年可减少碳排放 9300 万吨左

右。”梁旭东说。

工业绿色转型，农业绿色崛起。10 年来，云

南“绿色食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大幅提升，云

南的鲜切花、天然橡胶、咖啡、烤烟、核桃、中药

材种植面积和产量均连年保持全国第一位，有机茶、

有机蔬菜面积排名全国前列，绿色食品认证产品数

量排名全国第八位，有机产品获证数量排名全国第

六位。“云系”“滇牌”农产品销往 150 多个大中城市，

以及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共享生态福祉

今年夏天，云南旅游强势复苏。山美水美的云

南通过把一流生态资源加速转化为一流文旅产品，

让七彩云南成为世人向往的旅游目的地。据统计，

7 月单月，云南接待游客 9925.8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 1150.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0.3%、54.1%，分别恢

复到 2019 年的 138.6%、119.6%。

青峰连绵、碧水连天、荷花摇曳，酷热的三伏天，

来云南丘北县普者黑景区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普

者黑拥有特殊的喀斯特岩溶湖泊湿地生态系统。近

年来，丘北县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原则，大力推

进普者黑国家湿地公园建设，保护和恢复当地喀斯

特湿地生态系统，并逐步形成了乡村旅游休闲度假

产业。

在普者黑仙人洞村，致富带头人范成元家的 10

多间客房 7 月份连续多日满房。过去靠打鱼、种田

为生的村民，如今开客栈、做餐饮、从事旅游服务，

贫困村变成了当地的富裕村。“现在家家户户吃上

旅游饭，我们一定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和本土文化。”

范成元说。

生态好起来，产能强起来。走进砚山县维摩乡

蜜桃种植基地，山坡上 2500 亩桃树郁郁葱葱，绿意盎

然。云南彩标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彩标

说，5 年来，他们以“科研+企业+农户”的模式开展石

漠化综合治理，一个石窝一棵树，让当初裸露的石山

披上绿装；带动周边 1549 户农户种植黄金油桃 8000

余亩，桃子走俏市场，实现了荒山变青山、青山变

金山。

“可以说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是云南的‘标配’；

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是云南的‘标识’；青山常绿、良

田沃土是云南的‘标签’。”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

予波说，云南将聚焦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目

标，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拓

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深耕绿色发展沃土，培育

绿色发展动能，擦亮绿色发展名片，坚决守护好蓝天

白云、绿水青山、良田沃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卓越成就，天更蓝了，水更清了，

山更绿了。我们这些在一线从事生态环境教

育与研究的科技工作者也大显身手，针对我国

北方旱区脆弱生态系统持续开展了多年科研

攻关，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我 国 旱 区 幅 员 辽 阔 ，约 占 国 土 面 积 的

53%，不仅是黄河流域生态屏障、青藏高原生

态屏障、黄土高原生态屏障和北方防沙带建设

的重要区域，还承载着 4 亿多人的生存发展。

然而，该区域生态系统是全球最脆弱且对气候

变化最敏感的陆地生态系统之一。因此，旱区

生态系统能否维系以及如何维系物种和功能

多样性及稳定性，既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面临

的重大挑战，也是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大生态

学问题。

针对这些重要科学问题，我带领研究团队

历时近 10 年，对我国旱区典型生态系统进行

了大尺度野外调查，野外累计十几万公里的行

程遍及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

陕 西 等 省 份 ，收 集 了 20000 余 份 样

本。在此期间，我们每年 6 月至 9 月

都要到野外采样、测量数据和收集

标本。

野 外 调 查 研 究 对 象 要 有

典 型 的 气 候 和 环 境 ，越 是

极 端 的 生 长 环 境 ，越 是

荒无人烟、无人类活

动干扰的地方，对生态研究来说越有价值。

因此，我们每次采样观察都得早上 8 点以前

出发，在野外驱车几百公里进行考察研究，

通 常 晚 上 11 点 以 后 才 能 回 到 驻 地 。 而 且 ，

干旱荒漠区夏季最高温度能达到 50 摄氏度

以 上 ，团 队 成 员 在 完 成 年 度 野 外 考 察 实 验

后，皮肤通常都晒得亮黄、黝黑，有的人甚至

会蜕几层皮。

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只有持之以恒、坚

持不懈努力，才能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近年

来，我们团队揭示了水分调控植物生长发育和

物质能量代谢与分配规律，解析了植物相互作

用与种群动态随干旱梯度变化的规律，深入研

究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随干旱梯度变化的规

律及其转变的调控机制。

这些研究不仅拓展了生态学理论基础，还

为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因地制宜地制定我

国旱区的生态修复、生态管理与保护政策等方

面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科学依据。

目前，我们依托草种创新与草地农业生态

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和生态学一流学科，初步

建立了我国草地生物多样性与物质能量循环

监测网络。依托该研究平台，结合此前研究，

我将带领团队持续深入研究我国草地生态系

统结构与功能的维持机制、退化草地的生态修

复技术，为我国生态学和草学等相关学科的发

展及国家“大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陈发明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