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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故事

□ 通讯员 字正张 杨振东
黄晓芸 马国艳

近年来，永平县紧紧围绕“绿色食
品加工贸易集散地、生态文化新城”发
展定位，依托自然山水格局，以增绿提
质为主线，通过拓城、强基、铺绿、添
景、塑美等措施，建设绿美、宜居、特
色、韧性城市，如今，基本形成了“推窗
见绿、出门见景、人在绿中、城在园中”
的景观。

依托县城“一河七脉”山水格局，深
入实施“绿美+城建”“绿美+园区”“绿

美+文旅”建设，通过实施河道综合整
治、湿地生态系统建设、局部景观打造，
深层次挖掘利用水资源，构建独具特色
的滨水园林城市绿地系统。

按照沿银江河及支流规划布局建
设滨河生态景观的思路，建成银江河文
化长廊公园、银江河滨河公园，完成菜
园河“口袋公园”、观音河中段河道治理
等项目，优化河道周边绿化景观，打造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

围绕城市绿道规划，新建改建博南
路、博南东路城市绿道及博南公园、永
乐公园、观音河滨河公园、龙坡森林公

园等一批绿道。充分挖掘城市边角地、
零碎地、闲置地等地带，通过规划扩绿、
拆房补绿、破硬植绿、留白增绿、见缝插
绿、拆墙透绿、立体添绿等方式，提高绿
地率，提升城市品位，满足群众亲近自
然、休闲游憩、运动健身的需求。

坚持让绿于民、让地于民，积极开
展园林式居住区（单位）创建活动，全
县共有 48 个单位及小区创建为省级园
林单位和园林小区。同时，积极开展
绿美庭院创建活动，鼓励市民补绿、添
景，2022 年，县委县政府命名“绿美庭
院示范户”200 户。大力实施拆违还

绿、拆房建绿，强化县城重要节点绿
化、亮化、美化以及亭廊布置、牌坊营
造、小品点缀，做到“一点一特色、一点
一景观”。

截至目前，永平县城建成区面积达
6.1平方公里，绿地面积 246.18公顷，绿
地率 40.03%，其中公园绿地面积 92.67
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4.02平方米，
公园服务半径覆盖率 100%；建成各类
公园 23 个，绿美示范街区 2 个、绿美示
范街道 2 条，游园（口袋）公园 14 个，已
基本形成公园、绿地点连成线、线形成
面、面汇成体的绿美城市格局。

永平县——

增绿提质 建设“绿美县城”

绿美大理

□ 通讯员 杨杰斌

剑湖国家重要湿地，作为东方白
鹳、彩鹮、鸳鸯和乌雕等众多珍稀鸟类
的栖息家园，一直以来备受瞩目。近年
来，剑湖湿地管护局积极采取生态保护
与监测的“双管齐下”措施，全力守护这
片“候鸟天堂”。

在生态保护方面，管护局与多部门
携手构建的生态综合执法机制成绩斐
然。过去一年里，管护局联合公安、农
业、林草、生态环境等部门出动执法人
员多达 600 余人次，开展各类联合执法
行动70余次。在执法进程中，查获非法
捕捞网具如“迷魂阵”“地笼”等 400 余

个。同时，积极推行边执法边普法，累
计发放宣传手册 12000 份，向周边居民
与游客普及湿地保护法规，极大地提升
了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

“林长制”与“河长制”工作有序推
进。“林长制”工作将巡查巡护、森林草
原防灭火以及湿地资源违法打击等任
务细化落实，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共同
参与到守护绿水青山的行动中来。而

“河长制”通过“清湖行动”“河长巡湖活
动”等多样化举措，有效防治水污染，维
护了湖泊的生态平衡，为湿地生态系统
的稳定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每年例行的封湖禁渔期（4月1日—
7 月 31 日），期间全面取缔养殖网箱、

“迷魂阵”“地笼”等非法捕捞设施，并严
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这一举措不仅
保护了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促进了生
物多样性的恢复与发展，还为周边群众
创造了参与湿地保护工作的就业机会，
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良性互动。此外，
一系列绿色产业项目的引进以及剑湖
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的推进，使得
湿地面积逐步恢复，水域面积进一步扩
大，为候鸟打造了更加广阔、和谐的栖
息家园。

在生态监测领域，管护局同样不遗
余力。专业的候鸟监测科室负责全年
开展巡护监测工作，他们详细记录候鸟
的迁徙时间、数量变化以及栖息地使用

情况等关键信息，为湿地的生态保护工
作提供了精准的方向指引与决策依据。

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更是如虎添
翼。无人机、远程视频监控系统以及户
外红外相机等先进技术设备的投入，实
现了对湿地生态环境和鸟类活动的实
时、全方位监测。

科研合作与研究工作也在持续深
入。管护局积极组织各方科研力量，针对
湿地生态系统开展长期、系统的科学研
究。通过深入探究湿地生态演变规律、鸟
类种群动态以及栖息地需求等核心问题，
为湿地的生态保护与监测工作提供了坚
实的科学理论支撑，从而能够制定出更具
针对性、前瞻性的保护策略与监测方案。

剑湖湿地——

生态保护与监测并行 筑牢“候鸟天堂”生态防线

南涧县小湾东镇岔江村委会
阿务里云上小湾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休闲垂钓区域。（摄于12月10日）

近年来，小湾东镇依托云上小
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围绕“抱团
取暖、合作共赢”的发展思路，采取

“村集体+企业+合作经济”方式合
作建设，创新实行跨镇联村、区域
协作，推动企业发展和村级集体经
济增收双赢，2023 年、2024 年共实
现村级集体经济增收85.74万元。

［通讯员 李文开 摄］

培训教师在品尝学员的菜品后开展分析点评。（摄于12月7日）
近日，漾濞县漾江镇紫阳村党总支部牵头，组织脱贫户、党员、有需求的群众等

50余人参加2024年核桃小食品制作专项能力提升培训。培训教师从选材、配料、火
候、调料等方面手把手、面对面教学，学员通过实际操作、品尝、相互点评等不断提升
技能，通过8天30多道菜的学习后取得专项能力证书，为就业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打
下基础。 ［通讯员 李惠赟 罗云婷 摄影报道］

海舌，位于大理市喜洲镇金河村，
地处洱海西岸。它不仅是一处自然的
奇迹，也是时间的见证者。海舌之名，
源自其独特的地貌——从空中俯瞰，好
似长舌轻探洱海，因此得名。

在大理，海舌不仅是一个地理名
词，它更是一段历史的沉淀。海舌古名
青沙濞洲，青为色彩，濞为声音，濞水流
动淘洗出青色沙洲。相传，海舌的形成
与洱海龙王有关，龙王曾在此地放下一
颗碧沙珠，从此流沙汇聚，形成了这片
狭长的沙洲。这个故事虽然带有浓厚
的神话色彩，但它却反映了人们对这片
土地深深的情感和敬畏。

海舌的美，在于它的宁静与和谐。
这里没有都市的喧嚣打扰，只有蓝天、
白云、碧水和绿树相伴。走在海舌公园
的小径上，可以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祥
和。海风轻拂，带着洱海特有的清新和
湿润，让人心旷神怡。海舌公园的绿色
植物覆盖率高，四季风景如画，无论是
春天的花海，夏天的绿荫，秋天的金黄，
还是冬天的宁静，都有它独特的魅力。

海舌也是观鸟的绝佳地点，由于其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吸引了众
多的鸟类来到此地栖息。在清晨或傍
晚，可以看到成群的鸟儿在水面上飞翔，
或在树梢间嬉戏，它们清脆的叫声，为这
片宁静的土地增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

海舌犹如一个世外桃源，可以让人
放慢脚步，静下心来，感受生活的真
谛。在这里，你可以暂时忘却烦恼，获
得内心的安宁。海舌，这个名字，已经
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标志，更代表了一种
生活的态度，一种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
历史的尊重。

如今的海舌设立了大理市民政局
婚姻登记处，这也是全省第一个公园式
婚姻登记点。海舌半岛1314米的步道，
寓意着一生一世携手共度；520 米的花
路祝福新人每一步都能花团锦簇；相伴
的夫妻树见证夫妻忠贞不渝的爱情。

在海舌登记结婚，让苍山洱海见证
爱情。海舌，这个名字现在正以一种甜
蜜的方式，印在人们的心中，成为了大理
乃至云南的一张名片。无论时代如何
变迁，海舌将继续诉说着它的故事，展
现着它的美丽。

甜蜜之洲——海舌
□ 曾丽霞 赵云贵 史俊杰

□ 通讯员 饶国生

“不用交押金就可以先进行检查和
治疗，中途也不用去补缴费用，出院后
直接办理结算。”12 月 4 日，在巍山县紧
密型医共体总院（县人民医院）内科楼

“一站式”结算窗口，来自南诏镇南山村
委会的村民徐平波这样称赞医院的“先
诊疗后付费”服务。

当天，徐平波为老年病科住院的婆
婆办理了出院手续。她告诉笔者，以前
住院要先交押金，经济困难的时候，还
要去凑钱，现在实行“先诊疗后付费”
后，帮助许多患者解决了很大难题。“国
家医保政策越来越好了，这是对我们老
百姓最大的福利。”徐平波说。

为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进一步解决群众看病就医急难
愁盼问题，提升患者就医体验，2023年，

巍山县在县域内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全
面实施了巍山籍所有人群（有第三方责
任人等特殊情况除外）住院先诊疗后付
费“一站式”结算惠民就医政策。

先诊疗后付费是指巍山籍参保居
民因病住院时，手持医保卡、有效身份
证件可直接登记住院，无须交纳住院押
金，中途也不用补缴费用，出院结算时，
基本医保、医疗救助、大病保险一站式
一次性结算，患者只需支付个人自付
部分。

目前，全县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已全
部落实住院“先诊疗后付费”政策。截
至 10 月，县域内住院 38747 人次，执行

“一站式”结算 38747 人次，执行先诊疗
后付费 38591 人次，占总人数的 99.6%，
其中农村低收入人口及城市低保特困
人员住院 8253人次，享受先诊疗后付费

“一站式”结算8253人次。

巍山县——

先诊疗后付费 让医疗更有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