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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 通讯员 寸红亮 文／图

近日，鹤庆东草海国家湿地公园
（以下简称“东草海湿地”），水波荡漾，
候鸟成群，沿岸的白族群众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诗意地栖居在东草海沿
岸。不少春节返乡人员慕名而来，三
五成群漫步在草海畔，对东草海湿地
的美丽巨变赞不绝口。不少外地游客
已在草海边安顿了下来，开启了在
鹤庆高原水乡的旅居生活。

东草海湿地的蝶变，凝聚了鹤庆
县干部、群众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的决心、信心与恒心。党的
十八大以来，鹤庆县始终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度重视东草海
湿地保护治理开发工作，从“围海造
田、围埂养殖”到“水草丰茂、候鸟云
集”，东草海湿地发生了新旧“两重
天”的美丽蝶变。如今，“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的东草海湿地，已经
成为鹤庆高原水乡的一幅靓丽的图
片，让生态宜居的鹤庆更加绿美和令
人向往。

始终坚持“五个原则”
投入资金已超6亿元

鹤庆东草海湿地属漾弓江高原淡
水湖泊，总面积 269.1 公顷，平均年径
流量 1710 万立方，水面海拔 2193.2
米。20世纪 70年代，人们为获取更多

耕地，人为将草海的部分水域排干，围
海造田、围埂养殖，导致草海湿地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水
域面积迅速减少，许多草海湿地特有
的物种、景观、生态功能逐渐消失，越
冬濒危、稀有水禽几乎绝迹。

为此，鹤庆县高度重视，2012年以
来，全力推动东草海湿地的保护与修
复。一是坚持高位推动的原则。鹤庆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项目的组织实
施和建设工作，分别成立项目建设工
作组和建管局，负责工程项目的审批、
资金筹措、重大问题决策与上级部门
对接协调等工作，保障了项目的有效
推进。二是坚持效益至上的原则。
项目实施注重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共同发展，力求达到恢复河
湖生态环境系统，提高农田防洪排涝
灌溉供水能力，改善农村水环境和农
村人居环境，保障耕地种植和粮食安
全，促进鹤庆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
展的目标。三是坚持建设美丽河湖
为宗旨的原则。坚持生态优先、自然
为本，遵循“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
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思路，坚持“尊
重自然、突出重点、系统治理、分类施
策、创新机制、形成合力”的原则，建
设各具特色、不同风格、群众满意的
美丽河湖，东草海湿地获得云南省
2023 年绿美河湖标杆典型。四是坚
持协调联动的原则。统筹整合水务、
农业农村、林草和住建等部门资金和

资源，形成工作合力，充分发挥综合
效益，协同推进湿地治理。坚持民生
至上，注重强化宣传，积极营造社会
各界和人民群众共同关心、支持、参
与和监督的良好氛围。五是坚持建
管并重的原则。成立县草海湿地保
护管理局，为管理和保护湿地提供了
保障。编制了《鹤庆东草海国家湿地
公园总体规划》，划定生态保育区、恢
复重建区和合理利用区，最大限度保
障了湿地的生态和资源。

2012 年以来，鹤庆先后投入资金
6.69 亿元，对东草海湿地进行退塘退
田还湿地、湿地清淤、水质净化、湖滨
带修复、环湖道路建设，对周边河、塘、
坝、堤实施水系连通综合治理，对周边
村庄实施了村镇污水治理工程。2013
年，经国家林业局批准，东草海湿地被
列为国家湿地公园试点，2020年，鹤庆
东草海国家湿地公园通过国家验收。
为了更好地保护与合理的利用，2024
年，鹤庆县积极申报东草海湿地为国
家3A级旅游景区。

全力实现“五个提升”
候鸟数量已超2万只

鹤庆县通过十多年保护治理，
东草海湿地生态得到修复和提升。一
是水环境功能显著提升。通过有效实
施清障和防污工程，不断提升了东草海
湿地的水源涵养、水土保持能力和生

态补水功能，水质得到极大改善，较好
解决了坝区遗留的灌溉内涝问题、防
污控污和生态环境等问题。二是蓝绿
空间容积显著提升。根据东草海湿地
及周边河流的不同情况，采取驳岸改
造和植物修复滨岸带措施，构建层次
丰富的岸线，营造植被林带和构建多
类型复合生态系统，绿化面积达 32万
平方米，形成春花夏荫秋色冬青的四
季景观。三是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
通过治理，超过 40 万平方米的驳岸
带、人工岛及整个湿地范围已成为鸟
类理想的停歇地、栖息地、繁殖地，成
千上万的候鸟来此越冬。据调查统
计，湿地植物有 125 种，其中，有海菜
花、野菱和莲等 3 种国家Ⅱ级保护植
物；鸟类 198种，2023年候鸟数量已超
过 2 万只，其中，国家Ⅰ级保护鸟类 3
种，为黑鹳、乌雕和青头潜鸭；国家Ⅱ
级保护鸟类 23 种，包括紫水鸡、灰鹤
等，紫水鸡被誉为水上绿宝石，种群数
量约为600只，形成了夏赏荷冬观鸟的
独特景观。四是乡村宜居性显著提
升。因地制宜对湿地区域、靠近村庄、
交通道路河段地等设置栈道、亲水平
台、游憩设施，提升了人文景观，满足
了群众亲水游憩需求，让乡村更加宜
居。五是生态服务价值显著提升。以
水为媒，做好水文化，通过东草海湿地
三十六孔桥和湿地、新河、月亮湾、海
尾河湖心岛等项目的实施，以“水文
化”传承助力乡村振兴。

从“围海造田、围埂养殖”到“水草丰茂、候鸟云集”

鹤庆县持续推进东草海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

飞翔在东草海湿地的候鸟。（摄于1月30日）

□ 通讯员 左娅琳 周一夫

为切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森林草原
资源安全和林区和谐稳定，漾濞县瓦厂
乡以“五个力度”为抓手，扎实开展森林
草原防灭火工作。

压实责任落实力度。召开森林草
原防灭火工作会议，压实乡、村、组、
户、人五级责任，形成“乡级林长+村

‘两委’+护林员”的网格化防火责任体
系，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强化重
点人群监管责任，并逐级签订责任书，
紧绷森林草原防火安全弦。

加大防火宣传力度。“大爷，不要
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
白竹山哨所值班值守人员一再强调。
为了将护林防火知识普及到千家万
户，瓦厂乡充分运用“村村通”大喇
叭、宣传标语横幅、发放宣传册、五彩旗
等多种宣传方式，对林区农户、入山人
员、中小学生以及广大山区群众、林区
施工单位等人群进行防火安全宣传，
向群众讲解森林防火法律法规、野外
火源管理规定等知识，不断增强群众

防火意识。
强化技能培训力度。按照分级培

训原则，着力抓好指挥员、半专业队扑
火队员、护林员防扑火知识和技能培
训，新进护林员严格做到培训后再上
岗。常态化开展扑火队伍实战演练及
紧急避险演练，提高灭火效能和安全灭
火能力。

提升巡山检查力度。全乡护林员
坚持每天上山巡山检查，发现问题高效
处置，及时消除隐患；林草组不定时检
查护林员到岗在位情况，排查火灾隐
患，做好巡查记录，特别针对白竹山哨
所等重点区域，做到日查日检，筑牢护
林防火“安全墙”。

加强防火督查力度。乡党委、政府
督导检查组不定期到各村防火点位对
护林员巡查值守、卡点设置、人员进出
山登记、火种收缴、火险隐患排查处置、
防灭火设备物资储备等情况进行全面
检查。在检查中要求，护林员及防火卡
点工作人员要履职尽责，坚守好森林草
原防灭火第一道关卡，严格执行值班值
守制度，对进出山人员进行全面、准确
登记，确保该登尽登，不落一人。

地名故事

云端小湾 魅力岔江
□ 曾丽霞 史俊杰 赵世艳

岔江不是一条江，而是南涧县小湾
东镇的一个美丽村庄，也是镇政府的所
在地。

它北接凤庆的茶马古镇“鲁史”和
“新华”，南靠“古云州”，在这里，澜沧江
和黑惠江交汇，形成了一幅山高水阔的
壮丽画卷。

“岔”字，上面一个分，下面一个山，
就是被山分开的两条江。一边是澜沧
江，一边是黑惠江，它们在这里交汇，所
以岔江这个地名，是由地理特征而来的。

冬天的清晨来到岔江，能欣赏到
云上小湾的奇观，当冷湿的空气和暖湿
的气流相遇时，澜沧江上便会升腾起滚
滚云雾。

岔江独特的地理条件，让世界最高
的双曲混凝土拱坝小湾水电站在此建
成。小湾水电站是国家重点工程和云南

省实施国家西部大开发、“西电东送”的
标志性工程。这不仅是自然的礼物，也
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走进前临澜沧江、背靠黑惠江的彝
寨老家库，千年古树静静守护着这个村
庄，村民们在山水间耕耘与收获，与这片
古老神奇的土地静静相伴。

在距离南涧县城78公里的岔江村，
设有南涧县第一个动车站——小湾东
站，这也是全国第一个为乡村振兴特设
的动车站。

动车站的建设极大地方便了当地群
众的出行，澜沧江的江鱼、无量山的乌鸡
乘着高铁，带着山河的馈赠去到了更远
的远方。

岔江村这个散落在高山峡谷之中
的云上村庄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
这里。

漾濞县瓦厂乡——

扎实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在贝特瑞公司的招聘现场，求职者们热情高涨，踊跃报名，场面十分热烈。（摄于
2月10日）

近年来，祥云县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了一大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落户云南
祥云经开区，不仅为县域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还有效带动了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通讯员 李世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