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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昆明

考察时指出，滇池是镶嵌在昆明的一颗

宝石，要拿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按

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

念，加强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再接再厉，把滇池治理工作做得更好。

素有“高原明珠”美誉的滇池，是昆

明的城市名片。近年来，昆明广大干部群

众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综合采取控

源截污、精准防控、科学补水、生态增绿

等措施，推动滇池流域水质、水环境、水

生态整体改善，全湖水质连续 6 年保持

在Ⅳ类。据统计，目前滇池水生植物物种

达 303种、鱼类达 26种、鸟类达 175种，消

失多年的海菜花等水生植物重现滇池。

滇池绿道上，市民慢跑骑行、健身锻

炼；海埂大坝上，游客观鸥赏景、远眺西

山；沿岸村庄里，文旅融合、富美并进；生

态湿地内，芳草萋萋、水鸟重现⋯⋯经过

持续努力，滇池保护治理已从“一湖之

治”向“全域联治”转变，清水绿岸、鱼翔

浅底、人水和谐的景象正变为现实。

为建立滇池保护治理长效机制，新

修订的《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从今年

1月1日起施行，进一步推动滇池保护走向

“全域联治”“生态之治”。昆明市今年还将

深入推进滇池沿岸重点乡村改造提升，

着力打造滇池沿岸大生态、大湿地、大景

区，让五百里滇池的美丽画卷早日重现。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

区捞渔河湿地公园，成群的红嘴

鸥 在 天 空 中 翱 翔 。人 鸥 和 谐 共

处，其乐融融。

▼游客在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大渔街道海晏村欣赏美

景。昆明市对滇池沿岸 183个村庄进行梳理，选取 46个重点村庄，按

照“一村一主题”“一村一特色”进行改造提升，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陈 飞摄（中经视觉）

◀昆明市晋宁区晋城

街道沙堤村，滇池禁捕之后，

当地将渔船改造成景观，吸

引众多游客前来游玩。

▲昆明市晋宁区上蒜

镇牛恋村积极打造乡村旅游

产业链，走出一条“滇池清”

“生态美”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昆明海洪湿地公园

层林尽染、五彩斑斓，良好的

生态景观成为市民游客赏景

的热门打卡地。

陈 飞摄（中经视觉）

◀昆明市晋宁区晋城街道梁王村，湖面保洁员进

行冲藻作业。

▼昆明市呈贡区白龙潭公园水清

景美，生态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