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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记者 罗帮义 熊志明） 4月
29 日下午，州人大常委会召开《云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风景名胜区管理
条例》公布施行座谈会。

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剑萍出席会
议并讲话。

张剑萍指出，在州委的领导和各
方面的支持下，州人大常委会完成了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风景名
胜区管理条例》修订工作。修订后的
条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对大理工作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相关法律法
规，符合上位法精神、符合发展需要、
符合实际需求。全州上下要深刻认识

条例 修 订 的 重 要 意 义 ，增 强 法 治 意
识，抓实学习宣传，抓紧制度配套，全
面 推 进 条 例 学 习 宣 传 和 贯 彻 实 施 。
要坚持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加强条例实施监督，维护条例的严肃
性、权威性，为进一步做好风景名胜区
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工作提供坚强
法治保障。

会上，张剑萍、李郁华、杨波、鲁旭俊
向有关部门发放了条例文本。鲁旭俊
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围绕学习贯彻条例
作了发言。州人大常委会农业农村工委
负责人介绍了条例修订情况。

州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专工委室
负责人、州级和县（市）有关部门负责
人、媒体记者等参加座谈会。

立好一部法很重要，修好一部法
同样重要。用足用好民族自治地方立
法权，及时制定、修订民族自治地方法
规，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法治
保障，是大理州人大及其常委会多年
来依法行权、依法履职的优良传统和
宝贵经验。30多年来首次修订的《云南
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风景名胜区管
理条例》自 2025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施
行。州县（市）相关部门就条例修订原
因、条例实施后如何抓好宣传贯彻落实
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请介绍此次对《云南省大理
白族自治州大理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
进行修订的原因？

州人大法监司委副主任委员、州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杨新华：1982 年，
大理风景名胜区经国务院批准成为首
批公布的国家 44 个重点风景名胜区之
一。1993年 7月，大理风景名胜区管理
条例制定公布施行，是继洱海保护管
理条例之后自治州制定的第二部单行
条例，对苍山洱海、石宝山、鸡足山、
巍宝山、茈碧湖温泉的严格保护和有序
开发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是大理州
生态文明建设法规体系重要的组成部
分。30 多年来，随着国家生态环境保
护要求越来越严，标准越来越高，相关
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完善，大理风景名
胜区管理条例因一直未作修改，部分
条款存在与新的上位法规定不一致的
情况。2023 年 9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行政复议法进行了修订，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要求对不符合新修订的行政复
议法相关规定的地方法规进行清理，
大理州经清理发现大理风景名胜区
管理条例中存在行政复议时限规定
不一致的情况，及时启动了大理风景
名胜区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在省
人大常委会的精心指导下，大理州坚
持最严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结合新
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国家公园法、洱海
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条
例中严格保护的内容予以保留，做到
立法不放水；对所有不符合上位法规
定的内容进行大幅度的删减和修改，
切实维护了国家法治统一。

记者：新修订的《云南省大理白族
自治州大理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施行
后，将如何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如
何发挥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职能，规范涉
及风景名胜区管理的行政执法行为？

州司法局局长张建国：州司法局将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风景名
胜区管理条例》的宣传教育纳入“八
五”普法规划，压实“谁执法谁普法、谁
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普法责任，
多渠道宣传条例内容，创新宣传方式，
不断提升条例宣传的针对性和覆盖面，
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大理风景名胜区
的保护意识，增强社会各界对条例的知
晓率和遵守度，营造保护风景名胜资源
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共同守护大理的
绿水青山。

新修订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大理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的实施，为

大理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利用和管理提
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通过明确管理
主体、职责分工和执法程序，解决了多
头执法、监管空白等问题，确保行政执
法行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推动风景
名胜区管理走向法治化、规范化轨道。
州司法局将继续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推进风景名胜区管理，立足职能定
位，聚焦行政执法协调监督主责主业，
通过强化执法监督力度、健全执法协调
机制、完善纠纷化解体系“三大举措”，
全面规范涉及风景名胜区管理的行政
执法行为，不断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水
平，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大理
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
治保障。

记者：作为风景名胜区主管部门，
就贯彻落实条例精神计划主要开展哪
些工作？

州林草局保护地管理科科长施继华：
结合新修订条例的公布施行，州林草
局将具体从以下五个方面贯彻落实：
一是对大理风景名胜区上一轮总体
规划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开展新一轮
规 划 编 制 ，做 到“ 科 学规划、统一管
理”。二是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加大宣
传力度，在大理古城、巍山古城、沙溪
古镇等重点城镇组织开展条例专题宣
传活动，向游客和群众广泛宣传条例的
基本内容及严格保护风景名胜区的重
要意义。三是开展资源调查，进一步摸
清底数，更好地保护和合理利用景区
资源，确保景区健康发展。四是规范
项目审批，对景区内的建设项目进行
全流程监管，严格执行项目选址核准
制度。五是加强监督管理，建立监督
检查机制，结合卫星图斑，对风景名胜
区的保护和利用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记者：作为鸡足山景区综合管理部
门，做好哪些具体工作，才能持续保护
好鸡足山景区的景观风貌？

宾川鸡足山风景区管理局局长
陈道品：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具体工
作，才能持续保护好鸡足山景区的景观
风貌：一是持续打击扰乱旅游市场秩序
行为，严厉打击“黑车”非法营运行为，
查处“黑马”驮运行为，深入治理尾随兜
售、欺客宰客、喊客拉客现象，制止鸡足
山景区职业乞讨行为。二是持续整治
违章建筑，要求相关寺院对堆放的建筑
垃圾、生活垃圾进行清运，拆除相关寺
院简易建筑，对在公益林范围内违法
开垦林地种植等相关违法问题进行
依法处置、依法管理，依法处置景区
个体经营户违章建筑。三是进一步完
善景区旅游标识标牌、指示牌。四是
严格落实好《宾川县鸡足山景区森林
草原防灭火网格化管理方案》，落实好
相关责任，切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保
护好鸡足山景区森林生态资源。五是
打好鸡足山景区生态保护攻坚战，保
护好鸡足山的绿水青山。通过综合施
策、分类整治、稳步推进，以条例贯彻落
实为契机，依法保护鸡足山景区的绿水
青山和优美景观。

（记者 罗帮义 熊志明）

□ 记者 苏云慧

手把手指导开挖打眼、现场分析地
质地貌、带队商讨解决措施……从一个
最基层的隧道工人，一步步成长为技术
能手，全国劳动模范、中铁隧道局集团
有限公司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配套工
程大理施工段项目经理部隧道工、高级
技师李友坤一直坚守在隧道施工一线。

坚守初心 扎根一线刻苦学习
1994年，李友坤怀揣建设祖国的理

想，“子承父业”加入中铁隧道局成为一
名基层隧道工人。在父亲“学好技术、
干好隧道”的教诲下，李友坤立志做一
名“隧道匠人”新时代传承者。

如何从一名“技术小白”，成长为一
名技术能手？“多看，多问，多想，多干，
多记”是李友坤给出的答案。为尽快掌
握隧道施工知识技能，他把大部分的收
入都用来购买学习资料，把别人休闲娱
乐的时间全部用来学习钻研。对于《隧
道开挖》《洞内爆破》等专业书籍，李友坤
倒背如流。在他的衣兜里，随时都装着
笔和笔记本，每当工作中发现值得总结
的经验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他都记下
来，下班后反复思考解决的办法，遇到
不懂的技术问题就向有关专家请教。

无论酷暑严寒，李友坤每天除了睡
觉都在隧道里潜心钻研。“不蹲在隧道
里吃苦，不经历那些复杂的地质条件和
千变万化的地质现象，就不会真正了解
隧道，更不会找到战胜它的办法。”李友坤
说。经过日复一日的学习、实战，李友坤
对隧道施工所有环节都了如指掌，对各
类复杂地质应对方法都深谙于心，对隧
道施工的执着热爱和一路走来精益求
精的匠心品质，让他打出的每个炮眼和
开挖的每个断面都被工友亲切称赞为

“艺术品”。
雄厚的知识积淀和超一流的技能

水平，使李友坤先后在各级技术比武中
斩关夺隘、脱颖而出，成为行业内闻名
遐迩的隧道工“状元”。机遇是留给有
准备的人，参加工作三个月后，他就被
破格提拔为副班长。六个月后，被任命
为开挖班长。

精益求精 创新技术攻难关
从一名普通隧道风钻工到专家型

的技术能手，李友坤一步一个脚印走过
了30多个春秋。昆明西园隧道、武广高
铁、厦深铁路、六沾铁路、成兰铁路、丽香

铁路、大瑞铁路及滇中引水工程等10余
项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都留下了李友坤
的足迹和汗水，他参与建设的隧道里程
超500公里。

“拼搏”是他的人生信条。无论在
哪个项目，李友坤都与项目员工同吃、
同住、同劳动。早上 7 点，李友坤简单
洗漱后准时进入隧道，伴随着高温、粉
尘、潮湿和噪声，他每天要坚守 12小时
以上，可谓“两头不见太阳”。据李友坤
回忆，在昆明西园隧道施工中，遇到了
比较大的流沙，当时为了解决问题，他
连续 7 天 7 夜没出隧道，实在困极了就
在旁边躺一会儿，直到把流沙问题处理
好。长期从事隧道施工，李友坤落下了
风湿腿、频繁眨眼等毛病。

“办法总比困难多。”在李友坤身
上，你总能看到“永不满足、永不止步”
的干劲——

面对丽香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
玉龙雪山隧道“穿越多条断层破碎带、
极高地应力软岩大变形”全线卡脖子工
程，李友坤在隧道内研究分析近半月，提
出将正洞断面优化为合理高跨比、拱脚
曲率较小的开挖断面，成功解决复杂应
力条件下软岩大变形造成的高跨比过大
和拱脚处断面曲率过大等问题。

面对“世界最难修的铁路”大瑞铁
路高黎贡山隧道攻坚任务，李友坤联合
内外专家，通过调研、咨询、研讨，采用
大段高超前注浆堵水方案，有效解决超
深竖井施工受陡倾裂隙及高压富水影
响造成的竖井施工治水难题，在深达
765米的亚洲铁路第一竖井建设中留下
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面对滇中引水工程极端复杂的地
形地貌及地质，李友坤再次迎难而上，
忍着风湿疼痛，带领技术人员每天穿梭
在阴冷潮湿的隧洞中，提出了复杂地质
条件处理及小型机械化配套施工方案，
解决突泥涌水、坍塌等施工技术难题，
极大地提高了工效，为同类工程提供了
极具价值的借鉴范例。

……
多年的攻坚克难和一线冲锋，李友坤

总结形成多项重量级工法，攻克隧道
施工技术难题百余项，被称为隧道施
工的“活字典”，斩获 13项国家发明、实
用新型专利，省部级工法 12项，获得国
家级荣誉 20 余项，先后获得中央企业
知识型先进职工、全国知识型职工标
兵、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2011 年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匠心传承 一个人带一群人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我近距离聆

听了总书记的讲话，作为一名产业工
人，我很震撼、很激动、很自豪。”4 月 28
日，李友坤在从北京回昆明的路上，回
想起总书记的话语，内心久久不能平
静，“我的荣誉和成功离不开国家的支
持、前辈的指导，现在我也要帮助更多
的年轻人成长。”

永葆劳模本色的李友坤，当前仍然
攻坚克难在云贵高原超高难隧道建设
的最前沿，荣誉满身的他依然不忘精心
培养“后起之秀”。他积极发挥自己的
优势力量，走到哪里就把技术和经验传
授到哪里。在掌子面上，面对新来的员
工、农民工，他手把手指导，打眼、放炮、
装药、找顶，事无巨细；在会议室里，他
将自己多年来的施工经验和总结出来
的技能、工法等做成课件，倾囊相授。
他牵头成立的“李友坤创新工作室”，被

授予“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
工作室”称号。

一个人带一群人，在岗 30 余年，
李友坤传承匠人精神，先后培养出40余
名高级技师、技师，指导新入职大学生
和其他隧道工人上千人。

“我第一天来工地报到已经是晚
上八九点，那时李老师还在办公室里
看书。”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配套工
程 大理施工段项目经理部办公室负
责人卢仕豪回忆起第一次见到李友坤
的场景，满是敬佩，“在后来的工作中
发现他性格随和，我们一起相处很融
洽，亦师亦友。有不懂的问题会随时
指出来，让我在这里快速成长。”“作
为技术能手，李老师总是毫无保留地
把经验传授给大家，讲课声情并茂，
枯燥的技术知识也被他结合实践经
验讲得妙趣横生，大家都很喜欢听他
讲课。”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配套工程
大理施工段项目经理部党支部副书记
韩恒恒说。

州人大常委会召开《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大理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公布施行座谈会

州县（市）相关部门就新修订公布施行的《云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答记者问

李友坤：做“隧道匠人”新时代传承者

全国劳动模范李友坤。 （大理州总工会供图）

□ 记者 杨若兰

立夏渐近，正是烤烟苗移栽的黄金
时期。在大理市喜洲镇作邑村，村民们
纷纷抢抓农时移栽烤烟。十多天前，
大理州烟草专家苏家恩来村里作了一
场烤烟种植技术培训，为村民们传授了
移栽注意事项、株行距精准设定、浇水
施肥等实用技术，帮助村民按下烤烟移
栽“快捷键”。

到全州各地的烟草种植地去培训、
推广新技术，是这段时间以来苏家恩的
主要工作之一。烟叶调制工（二级）、高
级农艺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云岭首席技师、烟草行业技能领军人
才、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云南
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尽管众多
头衔加身，他始终坚守田间地头和生产
一线，和广大的农民兄弟、工人兄弟站
在一起，25 年来，源源不断地将科技注
入烟草产业，烤出高质量烟叶，推动农
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他是走村串户、备受村民
信赖的“苏老师”

1999年 9月，23岁的苏家恩大学毕
业进入云南省烟草公司大理州公司，从
事烤烟烘烤技术研发推广工作。当时，
大理州的特色优质烟叶品牌是红花大
金元（以下简称红大），烟农们种植了多
年，但是对它却喜忧参半，喜的是收购
价高，忧的是太难烘烤。当时永平县一
户烟农首次接触红大，接连烤坏了两窑
烟叶。烟农垂头丧气、满脸沮丧的愁
容，深深刺痛着苏家恩的心。

“我一定要帮他们。”苏家恩心急如
焚，马上投入到烘烤技术的钻研中。他
查阅各大期刊学术文献，咨询省内外专
家，不断地革新、尝试，笔记本记了一本
又一本，烘烤曲线修改了一回又一回。

以前的仪器设备误差较大，一个实
验数据往往要重复五六次才能确定，
苏家恩就和同事们轮值蹲守烤房，每两
个小时观察一次烟叶颜色与形态变
化。经过无数次尝试，终于总结出一套

“保湿增温促变黄、及时排湿巧定色、稳
温延时促黄筋”的烘烤策略，破解了
红大烘烤难题，把红大烟叶烘烤损失率
由最初的27%下降到了6.3%～6.8%。

25 年来，苏家恩以为烟农排忧解
难、提高烟农收入为己任，哪里有需要
他就去哪里，哪里有问题他就去解决。

2021 年 5 月 21 日，漾濞县发生 6.4
级地震，全县共 1557 间烤房受损，灾后
烤房重建迫在眉睫。苏家恩立刻奔赴
漾濞，驻扎在灾区一线，21 天后拿出了
一套《大理州可移动式新能源烤房技术

标准》，两个月就新建了536座可移动式
新能源烤房。不仅完全满足地震灾区
烟农进行烟叶烘烤，而且推动漾濞县当
年交售上等烟同比提升5.65个百分点，
均价提高2.65元。

他是深耕烘烤领域、精益
求精的“苏专家”

在弥渡县新街镇红大科技研发基
地，生物质颗粒加工生产线开足马力，
烟杆、秸秆等农业废弃物经过机器，摇
身一变成了一条条有用的生物质燃料。

这是大理州 22 条生物质燃料生产
线之一，是苏家恩与同事们夙兴夜寐、
宵衣旰食的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2013年，苏家恩率先在云南省烟草
公司立项开展“清洁能源替代煤炭在烘
烤中的应用”项目，通过多方实验，锁定
生物质替代燃煤进行烘烤，将废弃烟杆

“变废为宝”，作为烘烤的燃料。推动建
设了22条生物质颗粒加工生产线，年产
量达 5万吨，大理州成为全省第一个实
现生物质颗粒 100%自给自足的烟区。
不仅提高了烘烤效率，还降低了碳排
放，解决了烟杆残体污染农田的问题，
为行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新动力。

2018 年，他带领团队编撰了“密集
烤房生物质颗粒燃料燃烧装置”的云南
省地方标准，助力生物质燃料在全省推
广应用。目前，云南省应用生物质燃料
烤房10万多座，每年可以减少煤炭使用
量近 4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100
多万吨。

工作25年来，苏家恩始终向着更高
处攀登、更深处迈进，努力成长为所在
领域的开路者、突破者和引领者。他主
持和参与科技项目 19 项，获发明专利
38项，编写专著6部、云南省地方标准5
个，发表科研论文55篇。2020年10月，
大理烟草专卖局（公司）党委挂牌成立

“苏家恩技能大师工作室”，这是全省第
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烟叶烘烤方向
的工作室。

苏家恩不仅把论文写在纸上，更
“写”在乡野村落、田间地头。这些年
来，他在弥渡县开展烘烤新技术示范基
地建设工作，建设示范移动烤房 1 座、
醇基燃料烤房 2 座；在大理市、巍山县
开展分布式光伏烘烤技术研究应用；在
巍山县推广天然气烤房 7座，每炉烘烤
成本降低27.67%……

他是心系民生、勇担乡村
振兴重任的“苏代表”

2022年开始，苏家恩多了一个新的
身份——全国人大代表。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
表、一名扎根一线的烟草农业科技工作
者，苏家恩对“三农”工作格外关注，对
农民的事格外关心。他下乡的次数更
勤了，走农村、访农户，他广泛倾听民
声、收集民意、汇集民智，把“修订土壤
污染防治法，加强农作物核心产区土壤
保护”“协同推进农业生产高素质农民
培育”“加快农村电烤房建设 助力农业
绿色转型”等带有“泥土味”的建议带到
全国两会。

同时，如何利用科技创新培育新质
生产力、筑牢生态屏障，让烟草产业深
度融入现代农业体系，赋能乡村全面振
兴成为苏家恩思考的重要课题。近年
来，他一头钻进智慧烘烤的研发工作，
助推烟草行业数字化转型。在大理多
个烟区烤房群开展物联网智慧烘烤，实
现烟叶烘烤状态和工艺参数的可视化
和自动化调控；研究推广烤房“一房多
用”，烤烟房还能用来烘烤辣椒、药材
等，实现“慧”农又“惠”农。

2022年，政校企联合共建了大理烟
草科技小院，行业专家苏家恩成了这里
的一名工作人员。他与青年学生、烟草

行业后辈们讨论如何推进洱海流域植
烟区养分精准管理技术构建及应用，把
多年累积的工作经验倾囊相授；参与了
烟田土壤保育和农田废弃物可持续利
用等研究工作，在大理烟区探索实践

“1136”大理“海西模式”，沿着“洱海高
水平保护、农民高层次增收、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目标上下求索。

从业多年，苏家恩凭着奋发进取、
锲而不舍的钉钉子精神，一步步走向更
大的舞台，但他始终没忘自己是一名
农业科技研发推广者的身份。他乐于
参加各类烟草技术培训，累计培训学
员 1.5 万余人次，参与了全国烟叶调制
员一级教材、全国烟叶栽培员二级教
材编审工作。

择一事，精一业，守一生。这位烟
草行业的技能领军人物，为实现大理州

“烟叶强、烟区美、烟农富”目标，一直书
写助农增收“烤”卷，践行一生为民服务
的初心。在苍山之下的农田里，在洱海
之畔的烤房里，在花开花落的每一个季
节里，都有着他忙碌的身影，他说，这才
是他最真实而朴素的生活缩影，也是他
的“风花雪月”。

苏家恩：倾情书写助农增收“烤”卷

全国劳动模范苏家恩。 （大理州总工会供图）

绿色发展 共享生态

（大理海洋世界供稿）

海神像
分布于印度西太平洋

海域，栖息于红树林、河口
和淡水溪流下游。属杂食
性鱼类，以藻类及浮游动
物为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