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剑川龙凤林祥农产品种植基
地里，工人们在移栽莴笋。（摄于
1月6日）

近年来，剑川县利用独特的
冷凉气候条件，大力发展季差蔬
菜种植，种植出的蔬菜深受省内
外市场青睐，丰富的蔬菜品种极
大地丰富了群众的“菜篮子”，同
时也鼓起了菜农的“钱袋子”。

［通讯员 吴剑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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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县诺邓古村：聚合资源优势 厚植旅居产业

威士忌旅游成为巍山文旅融合新亮点

白族民居彩绘：“风花雪月”的诗意画框

本报讯（记者 李百祥 田野） 1月13日，州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5年第一次集体学习暨洱海保
护精准治理调研，重温 2015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亲
临大理考察系列重要指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奋
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州委书记杨国宗带队开展调研、主持学习并讲话。
上午，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聆听了藻类环境生

物学专家刘永定讲授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专题讲
座、听取了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院长
王欣泽关于洱海水质监测情况的介绍，随后现场踏
勘湖心水质、到大理市古生村实地调研、前往洱海
增殖放流点了解内源生态治理情况。下午，州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集体观看了 2024 年 8 月中央电视台
关于洱海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到“生态之治”的
新闻报道；字德海、李苏、鲁旭俊、刘占华围绕“两城
一区、三个走在前”目标定位，结合职责分工分别作
交流发言。

杨国宗在总结讲话时指出，2015年 1月 19日至
20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大理考察，对大理工作作出
系列重要指示，推动洱海保护治理进入全新历史阶
段。十年来，全州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对云南对大理工作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坚持以脱贫攻坚和洱海保护治理统领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大理各项事业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
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白州大地面貌焕新蝶变，以消
除贫困为标志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结出新硕
果，以洱海之治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建设
更具大理辨识度，以外联互通为抓手的面向南亚
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这十年，
洱海保护治理力度空前、投入空前、决心空前，是大理
城乡面貌变化最大、基础设施改善最快、群众得实惠
最多的十年，续写了自治州建州近七十年改革发展
稳定的辉煌篇章。

杨国宗强调，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大理考
察十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收官和“十五五”规划
谋篇之年，全州上下要站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历史新方位，牢记嘱托、明辨大势、笃定信心，提高
效能抓落实，以奋进之姿、攻坚之力、实干之举，一
步一个脚印将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
大理实景。要向新起势推动“三个走在前”取得更
多标志性成果，努力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
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落
得更实、走在前列；统筹当前抓实洱海保护精准治
理，高水平编制“洱海指数”指标评价体系，落实水
质改善提升“措施清单”，冲刺“十四五”规划项目，
加快巡视督察审计反馈问题整改；高标谋远编制

“十五五”规划蓝图，加强前瞻性战略布局和穿透式
调查研究，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力争更多事项
纳入国家和省规划大盘。

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州级相关部门、
大理市、洱源县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和学习。

州委常委班子召开2024年度民主生活会
暨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杨国宗主持并讲话 梁栋作点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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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龚秋燕 杨福寿 李鹏
杨艳玲 熊志明

实习生 丁 瑞

青山巍峨，物种繁衍，生生不息。
十年来，我州自然保护区经历了从无到
有、从小范围到大面积、从单一类型到
多种类型的变化，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逐步完善，基本形成了物种保护多样、
生态和社会效益显著的自然保护区格
局。目前，全州共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
护区28个，面积18.08万公顷，数量居全
省第一。

苍山生态保护硕果累累

2015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
大理考察时，仔细察看生态保护湿地，
听取洱海保护情况介绍。总书记强调，
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让“苍山不墨千
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永
驻人间。

苍山是大理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滇西北地
区的门户和横断山地区生物多样性的

缩影，在我国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战略中均具有重要地位。为加强苍山
生态保护，我州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合
作开展苍山科考工作。

“这次科考我们编制了保护区内最
新的生物物种名录，发现了大量新物种，
全面摸清了苍山自然资源、植被、植物、
动物、土地利用状况、人文及动态变化关
系，为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开展植
被恢复、生态修复等提供了理论和技术
支撑。”参与苍山科考的大理大学农学
与生物科学学院副教授蒋显锋说。

记录了高等植物3909种，发现苍山
新记录 330 种、云南新记录种 2 种……
源源不断的科考喜讯是近年来“苍山综
合科学考察”项目的耀眼成果，也是苍山
洱海一体化管理保护中最为显著的科
研成效。通过苍山科考以及其它保护
措施的实施，苍山保护区科研水平和监
测能力不断提升，建立了完善的保护体
系，生态系统结构也趋于稳定。

无量山生态修复成绩斐然

沿着蜿蜒陡峭的山路走进云南

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苍翠茂盛的
树木笼罩着整个山林，鸟鸣声不绝于
耳，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致。

无量山地理位置特殊，气候复杂多
样，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资
源，是珍稀动植物的荟萃地。保护区内
有多种国家级保护动物与植物，其中，
西黑冠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种
群数量十分稀少，被评估为极度濒危物
种。为此，南涧县不断修复无量山生态
环境，西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也从最初
发现时的1只发展到3群16只。

“十年来，我们在全省率先推行巡
山护林GPS量化考核制度，严格落实林
长制，并与科研院所合作，开展科研监
测和资源调查。目前，保护区植被覆盖
率大幅提高，野生动植物数量不断增
加，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明显
成效。”云南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南涧管护局科研所所长袁玉川说。

金光寺保护区建设成效显著

“溯澜沧江北岸而西行，为宝台南
郛，其脉自东北圆穹之顶，层跌而下，状

若连珠”。沿着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的足
迹，记者走进了永平金光寺省级自然保
护区，保护区内茂密的原始森林、独特
的自然景观、悠久的文物古迹让人叹为
观止。

独特的区位优势、复杂多样的地质
地貌、良好的气候资源孕育了保护区丰
富的植被类型。据了解，保护区内有 6
个植被型、13个群系、17个群落，以亚热
带常绿阔叶林为主，并拥有季雨林、落
叶阔叶林、温性针叶林、稀树灌木草丛、
灌丛等多种植被类型，动植物种类繁
多，被誉为“滇西地区物种基因库”。

据永平金光寺省级自然保护区管
护局局长李兵权介绍，保护区围绕滇西
宝台生物多样性的总目标，与各级科研
机构和高等院校合作，不断加大科研科
考和资源保护力度，推动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取得良好成效。目前，保护区已
探明的一、二级动植物达 90多种，有高
等植物 1483 种、动物 2636 种，其中，有
黑颈长尾雉、云豹、林麝等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 10种，水鹿、猕猴、黑熊、白鹇等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49 种，生物多样性
保护已取得实际成效。

牢记嘱托牢记嘱托 十年奋进十年奋进 交答卷

让绿色宝库“生生不息”

本报讯（记者 杨钰洁 杨福寿）
按照省委安排部署，1 月 14 日，州委常
委班子召开 2024年度民主生活会暨巡
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州委书记杨国宗主持会议并讲话，
省委第十一督导组组长梁栋到会指导
并作点评讲话。

会上通报了州委常委班子 2024年
度民主生活会、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
活会会前准备情况和州委常委班子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
措施落实情况、省委第九巡视组对大理
州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进展情况。
杨国宗代表州委常委班子作检视剖

析、对照检查，并带头作个人对照检查
发言，其他常委同志逐一进行对照检
查，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诚布
公讲不足、推心置腹提意见、查改问题
明方向。

梁栋在点评时指出，这次专题民主
生活会，会前准备扎实充分、自我批评
严肃深入、相互批评“红脸出汗”，会议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
工作要求，聚焦主题、查找问题，展现了
新气象、取得了好成效。

梁栋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聚焦职

责使命，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
标任务，科学做好“十五五”规划谋篇
部署，为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要坚持弘扬优良传统，不断
提升党性修养，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
观，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要认真履行
政治责任，找准突出问题，明确努力方
向，精准制定整改措施，务实抓好问题
整改。

杨国宗在讲话时指出，在省委第
十一督导组全程指导下，此次专题民主
生活会开展了高质量的批评和自我批
评，发言体现了思想认识的高度、批评
与自我批评的辣度、整改措施的力度，
达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统一思想、

增进团结的目的。面对艰巨繁重的改
革、发展、稳定工作任务，州委常委班子
要始终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以
更高站位、更高标准、更强担当、更严要
求提升本领、转变作风，着力加强政治
建设、坚持敢于担当作为、持续提升能
力本领、始终践行为民初心、以身作则
严于律己，当好全州领导干部的标杆，
做好全州干部队伍的示范，更好团结
带领全州各族干部群众苦干实干、决战
决胜，打好打赢“十四五”收官战和

“十五五”开篇战。
省委第十一督导组成员出席会议，

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张剑萍、州政协
党组书记程鹏列席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张义红） 近年来，
宾川县用活政策资金，以对果蔬物流环
节进行支持、减轻内贸市场主体物流成
本的方式，多措并举促进企业安全经
营、外贸市场稳定有序。

强化内贸外贸市场开拓，以“云品入
沪”为契机，积极开拓宾川农特产品销售
的内贸市场，先后组织云南村花等商贸
企业参加上海“五五购物节”等活动，牵
线促成宾川县与上海市消费帮扶工作平
台（蔬菜集团运营）特色水果推广合作备
忘录签署，不断深入拓展线上推广平
台。积极争取外贸资金补贴，通过使用
9.21万元物流补贴，大理热宝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实现销售收入8459.8万元，云南
特蔬素养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现销
售收入 6602.9万元，云南果农爸爸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实现销售收入792.6万元。

积极争取农产品出口试点工作，围
绕规范备案基地和规范农产品出口涉

税管理等方面强化监管服务。宾川县
商务局联合大理海关、宾川县农业农村
局进一步加强出口农产品种植基地备
案管理，建立县级果蔬种植面积台账和
出口农产品种植基地备案台账，对已备
案企业基地进行核实、监督，对监管不
力、备案基地不实或者暂时无出口实绩
的企业基地，及时与大理海关沟通，并建
议取消备案。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有出
口基地备案企业94户，备案面积55.25万
亩，其中，水果 39.31万亩、蔬菜 15.94万
亩；新增出口基地备案面积65898.6亩。

同时，探索开展外贸企业“白名单”
认定机制。宾川县商务局联合市管、税
务、海关等部门联审公示，引导企业和
从业人员诚信守法、文明经营，营造良好
的外贸市场环境。截至目前，共发布“白
名单”认定通告两批次10户外贸企业，培
育外贸企业 47 户，全县进出口农产品
10.19万吨，进出口总额达12.19亿元。

宾川县多举措助企拓市场促增长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中的弥渡县城建宁北片区道路提升改造工程。（摄于1月12日）
弥渡县城建宁北片区道路提升改造工程投资1268万元，工程完工后，将有效改

善道路的排水状况，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保护周边水环境，为居民提供更加舒
适、便捷的出行环境。 ［通讯员 杨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