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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共建共治共享，才能让生态文
明之花开得更绚烂。

共建。德宏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打造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把良好的
自然生态和人居环境作为德宏最宝贵的
资源和最大的竞争力，坚定不移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道路，出台野生鸟类、城
中田园、饮用水水源保护等法规，用最严
格、最严密的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建立生
态环境违法与其他违法行为的诉讼衔
接、联合调查、联席会议、案情通报、信息
共享等机制，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全州
人民的自觉行动，形成了全民共建的良
好社会氛围。

共治。深入推进绿美德宏建设，创
建了 9个国家级、113个省级森林乡村，
建成国家和省级自然保护地9个。在全
社会倡导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全民共同
参与到环境治理体系中，启动 80个“千
万工程”示范村建设、全覆盖建设提升
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开展“人人清扫
家园”“人人植树”行动，推进绿美城乡建
设，森林覆盖率达 67.45%，城市建成区
绿地率达 40.46%。推进污染防治攻坚
战，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地表水断面水质
优良率连续三年排名全省第 1位，18个
河湖被评定为省级美丽河湖，生态环境

质量指数持续十年全省最优。
共享。作为镶嵌在祖国西南边陲的

一颗璀璨绿色明珠，德宏生物多样性极
其丰富，全国1/2的鸟类和全省1/3的高
等植物物种在德宏都有发现。犀鸟、河
燕鸥、天行长臂猿、云豹、菲氏叶猴等珍
稀物种成为全国生物多样性品牌，国家
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孔雀、彩鹮以及消
失 90 余年的珍稀濒危鸟类黑腹蛇鹈再
现德宏，盈江柳安植物在我国首次被记
录。“云南芒市芒杏河中缅灰叶猴公益保
护地”和“盈江县苏典傈僳族乡天行长臂
猿社区保护地”这两个案例入围昆明—
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国潜力
案例。成功创建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盈江县被命名为国家“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目前，德宏已
形成 345万余亩速生珍贵用材林、95万
余亩特色经济林、53万余亩林下种植产
业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发展以水电、光
伏为主的绿色能源产业，“十四五”期间
储备清洁能源发电项目36个，装机容量
192.3万千瓦。

如今，“天更蓝、水更清、土更净”已
是德宏的新常态，绿色、干净、美丽的理
念深入人心，全民在广泛参与共建共治
中，共享生态“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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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傣族人民在这里生长，密密的寨子紧紧相连，那弯弯的江
水呀碧波荡漾……”这首传唱祖国大江南北的歌曲《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就是德宏
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真实写照。

德宏之美，美在风景优美、生态优良。近年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德宏深深
扎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得到坚定践行，边疆各族群众生态观念发生根
本性转变，“砍树人变护林员、捕鸟人变鸟导游”的生态保护“石梯经验”和“矿山变青
山、矿场变景区”的生态修复“回贤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德宏州坚持生态立州，厚植生态优势，着力
打好“生态牌”，走好“绿色路”，绘好“美丽卷”，在加快推进美丽德宏建设中不断迈出
新步伐，不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冬日的石梯村，阳光倾泻、绿意重
重、群鸟啁啾。景颇族小伙徐小龙把头
一天晚上准备好的玉米面、面包虫放进
背包，挎上砍刀，骑上摩托车向山上进发。
作为盈江县太平镇石梯村的首批“鸟
导”，每天进山喂鸟是徐小龙的日常。

石梯村位于中缅边境，边境线长
24.7 公里，是一个以“直过民族”景颇
族、傈僳族为主的自然村，曾是南方古

“丝绸之路”出境的重要通道，因商队
为通行在陡峭山崖上开凿出的石头阶
梯而得名。

由于地处我国唯一的伊洛瓦底江
水系热带和亚热带区域，石梯村森林
覆盖率 90％以上，成为全国生物多样
性最丰富、鸟类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有
鸟类400多种。国内仅有的五种犀鸟、
林雕鸮及灰孔雀雉等珍稀鸟类均在此
有分布，享有“中国犀鸟谷”“活着的鸟
类博物馆”等美誉。

“小时候家里穷，吃不上肉，只能
进山打猎。猎物中鸟是最多的一种，
一趟下来，总能收获几只。运气好的

时候，还能打到野鸡、野猪，虽然肉是
吃饱了，但日子却没好起来。”徐小龙
回忆说：“反观现在，当上‘鸟导’后，家
里盖起了新房，开上了小汽车，生活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石梯村依托丰富的鸟类和独特的
民族人文资源，用好“鸟资源”、做好

“鸟文章”，通过建“鸟点”、设“鸟塘”、
当“鸟导”、树“鸟业”、兴“鸟节”、创“鸟
游”，规范打造鸟类监测点45个，8名草
根“鸟导游”9次走进央视，曾经的“砍
树人变护林人、狩猎人变护鸟人、贫困
人变鸟导游、贫困村变旅游村”，每年
接待观鸟游客2万余人次，观鸟产业带
动直接经济收入 1000 余万元，参与的
每户年收入达15万元。

多年来，德宏州不断探索“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德宏实践，把良好
生态环境作为各族人民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因地制宜培育发展“美丽经济”，
推动“美丽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全省首批 91张林业碳票
在德宏颁发。

按照“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
生态化”路子，德宏在巩固提升粮、糖
等传统产业基础上，大力发展以竹子、
咖啡、坚果、柠檬、油茶、核桃和番麻为
代表的生物特色产业，扶持做大做强
加工企业。目前，德宏的生物特色产
业种植面积达 212万亩，农民人均拥有
2.3 亩，农民人均生物特色产业收入达
1051 元，“后谷咖啡”“迪思坚果”等一
批知名品牌，打响了“德宏制造”的生
态牌。

德宏着力做好“生态+”文章，围绕
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科技服务等重点，
凝心聚力打好生态产业“组合拳”，不断
激活绿水青山富民效应和生态经济“乘
数效应”，全州累计投入各类生态建设、
产业发展资金 7.8 亿元，聘用生态护林
员3522人，人均年增收1万元。

近年来，德宏先后与美、英、缅等国
媒体合作拍摄自然纪录片，其中《未至
之境·秘密丛林》被翻译成 43种语言在
172个国家播放，在全球 27个中国文化
交流中心以及国内教育学术机构和博
物馆内展播，全球覆盖人群超 5亿；《天
行情歌》入选联合国“世界野生动植物
日”国际摄影展决赛；《犀鸟》《德宏》等

精品曲目，作为云南省 2021年春节“中
华文化走出去”重点推荐曲目在全网宣
推；组织编撰了中国首本鸟类AR丛书

《德宏手绘飞鸟集》，是全国唯一以地州
为单位开展的生态科考项目；用五种语
言在40余家中外媒体平台讲述《云南菲
氏叶猴种群添新丁11只猴宝宝迎新年》
等故事，总阅读量超 4亿；在脸书、推特
等境外社交媒体平台开设“万物生长万
物和谐”专栏，讲述“生态文明：共建地
球生命共同体”的故事。

因区位的特殊性，德宏还创新双边
生态制度，出台《德宏州深化环境影响
评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助推中国（云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宏片区高质量发
展实施方案（试行）》等文件，实施瑞丽
市中缅环境交流合作中心建设项目，建
设中缅环境交流合作中心，促进中缅开
展常规环境交流合作会议会晤；治理中
缅两国跨境河流，打造典型案例；建立
涉边村寨生态环境民间纠纷调解机制；
开展边境地区中缅小学生生态环境保
护宣传。同时，开展中缅合作项目“套
餐式绿色防控技术德宏跨境生态安全
研究与推广应用”，确保德宏跨境地区
生态安全。

“美丽资源”变“美丽经济”

擦亮“美丽德宏”生态名片

共建共治共享生态“新”生活

（本版照片由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融媒体中心提供）

《《梦境芒市梦境芒市》。》。

芒市金塔。

瑞丽独树成林。 德宏发现全国最大菲氏叶猴种群。

勐焕银塔。

灰鹤。

编者按

2024年12月下旬，中国报业协会少数民族地区
报业分会和中共德宏州委宣传部、中共德宏州委统
战部、德宏州融媒体中心、德宏州民宗局，邀请分会
全国会员单位和云南省、州（市）媒体记者，前往德宏
州，开展了“我在德宏样样好”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报
业走进德宏全媒体采访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 30
余家媒体记者深入德宏州的芒市、瑞丽、陇川、盈江、
梁河等县（市），走进当地的企业、学校和园区，深入
了解德宏州在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感受德宏州新
时代发展脉搏。

盈江湿地公园花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