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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 通讯员 蒋杰
解辉 文／图

近日，大理永平金光寺省
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黄草坝
管护站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
中首次发现24株国家二级保
护野生植物——白菊木。此
次发现，对保护区生物多样
性研究意义非凡，也为珍稀
植物保护工作带来新契机。

当日，工作人员在海拔
1720 米左右的山林开展日常
巡护。在一片混交林里，一
种此前从未见过的菊科小乔
木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这些
植株高 2 米—5 米，枝干上有
明显条纹，白色的绒毛在阳
光下闪烁。经鉴定，确定为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白菊
木，这是首次在金光寺保护
区发现该物种野生种群。

白菊木（Leucomeris dec⁃
ora），菊科白菊木属落叶小乔
木，是我国珍稀罕见的木本
菊科植物，与栌菊木一道被
称为“菊树”。白菊木树形优
美，先花后叶，具有较高观赏
价值。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
野生植物及《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
易危物种中。

菊科植物绝大多数属于
草本，植株矮小，木本的菊科
非常稀有，相比之下，白菊木
可谓是菊科植物中的“大个
头”。工作人员在仅 50 多平
方米范围内发现了24株白菊
木，并对该区域最大的一棵
进行了测量，经测量该株树
围92厘米、直径30厘米。

为保护这 24株珍贵的白
菊木，金光寺保护区管护局
迅速采取行动，一方面，加强
对发现区域的巡查力度，防
止非法砍伐；另一方面，积极
开展科普宣传，提升周边群
众的保护意识。

下一步，管护局将扩大
调查范围，进一步摸清金光寺
保护区白菊木的资源数量，
对其物种进行监测和挂牌，
并加大原生地的保护力度，
让白菊木在金光寺保护区得
到更好的繁衍生息，不断开
枝散叶。

万物共生万物共生 和美永续和美永续
本报讯（记者 罗帮义 赵俊） 5 月

22 日，州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鹏主持
召开党组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全
国及省、州重要会议及文件精神，书面通
报政协大理州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
议经费使用情况，研究有关人事事项和

《大理州政协系统2025年综合能力提升
培训班实施方案》及经费开支预算情况，
专题听取州政协机关巡察整改相关工作
情况。

会议强调，要学习贯彻好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将学习教育与政协履职紧密结合，在履
职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

实施细则精神，切实树牢“过紧日子”的
思想，聚焦群众关切问题，深入基层察
实情、出实招，将作风建设成果转化为
参政议政的实际成效，为大理高质量发
展献计出力。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巡察
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
坚持问题导向，以严实作风推进整改落
实，要把巡察整改与政协履职工作紧密
结合，注重标本兼治，以长效机制巩固整
改成效，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

州政协党组成员参加会议。不是
党组成员的州政协副主席，各委室主任、
专职副秘书长、驻政协机关纪检监察组
组长、办公室副主任，相关委室副主任列
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 罗帮义 赵俊） 5 月
22日上午，州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举行2025年第四次集体学习，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围绕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主
题开展集中学习研讨。

州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鹏主持学
习并讲话。

程鹏强调，要学习贯彻好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和中央以及省、州党委关于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的各
项要求，将其贯穿于政协履职全过程，融
入政协干部和委员队伍建设各环节，以
过硬作风锻造履职“强引擎”，为推进

大理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
程鹏要求，深入对照反思，全面把握

规定内涵与纪律红线，坚持查改贯通，构
建作风建设长效机制，锚定实干导向，以
扎实的作风提高政治协商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形成高质量的协商成果，为党委、
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力参考，加强与被
监督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监督合力，鼓
励和引导委员以务实的作风积极履职，
推动政协履职提质增效。

常于忠等围绕主题作交流发言。
州政协党组成员，不是党组成员的

州政协副主席，各委室主任、专职副秘书
长、纪检监察组组长、办公室副主任、相
关委室副主任参加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朱晓天 王丽环）
近年来，宾川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为引领，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作，在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公众宣
传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扎实守护生物
多样性，努力构建和谐生态系统，为一
方生态安全筑牢坚固屏障。

建立野生植物保护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加强各部门沟通协作，形成监管
执法合力，严厉打击破坏野生植物资源
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布《宾川县分布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全县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率超 97%。

把野生植物保护纳入“林长制”职责，加
大监测巡护力度，发挥乡镇 800 多名护
林员作用，分片负责，全面加强野外监
测，发现异常及时报告。开展专项行
动，林草、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打
击非法猎捕、盗砍野生动植物行为。

在做好原生地保护的基础上，重视
在造林项目中合理配置人工繁育野生
植物苗木，拓展重点野生保护植物回归
保护。扎实开展林草种质资源普查，目
前，共调查到 1441 种种质资源植物种
类。2024年争取到 22万元古树修复项
目资金，对 5株一级古树实施抢救复壮
修复，对全县 1666 株古树开展普查，更

新质检数据并导入全国古树名木智慧
管理系统。2024 年 10 月 22 日，相关人
员发现 8株腺叶醉鱼草，并进行监测记
录，为争取极小种群保护项目提供保
障。全面落实长江十年禁渔部署，工作
稳步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2022年至今，共收容救护野生动物
181 起，移交大理市鹰匠猛禽保护中心
收容救护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领角鸮 19
只，放归猕猴、豹猫各 1 只。2022 年至
2024年共办理 190起野生动物肇事、群
众财物受损事件，赔付资金17.46万元，
及时安抚补偿受损户。开展自然保护
地整合优化，整合优化后自然保护地总

面 积 达 18021 公 顷 ，占 国 土 总 面 积
5.6%，其中新建宾川关李省级森林自
然公园3885公顷、宾川五顶山省级森林
自然公园14136公顷。

持续依托宾川县融媒体中心微信
公众号今日宾川、抖音、快手等平台，加
大野生动植物保护政策宣传。2022 年
以来，利用乡镇赶集日，在人流集中地
段悬挂宣传标语、设置宣传台，发放宣
传材料6000余份，悬挂标语40条，粘贴
宣传画 400 余张、制作展板 12 块，签订
承诺书 150 余家，发布引导信息 30 余
期，显著提升了群众保护野生动植物的
意识。

本报讯（通讯员 周诗洋） 5 月 16
日，巍山县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来到
鸟道雄关，将 3只具备放生条件的野生
动物放归大自然。

据了解，当天放归的野生动物中，2
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领角鸮，

1只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猪獾。
近年来，巍山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

护力度，生态环境显著改善，为野生动
物营造了良好的生存空间，野生动物数
量也呈现出明显增长态势。同时，当地
群众自发保护、科学救护野生动物的意

识不断提升，积极参与到野生动物保护
行动中，有力地维护了自然界物种的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推动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据巍山县林业和草原局野保站
副站长张林源介绍，三年来，巍山县共

计收容救护野生动物118只（头），其中，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88只，国家“三
有”动物 7 只，其他一般野生动物 23
只。张林源表示，下一步，相关部门将
持续发力，扎实做好野生动物的收容救
护工作。

巍山县：2只领角鸮1只猪獾重返自然
三年来，巍山县共收容救护野生动物118只（头）

州政协召开党组会议

州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四次集体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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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川县守护生物多样性构建和谐生态

大理永平金光寺省级自然保护区——

发现24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白菊木

▼ 白菊木的花。（摄于5月7日） ▼ 白菊木的叶。（摄于5月9日）

▲ 混交林中的白菊木。（摄于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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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邑保存着一段 1900 多米
的茶马古道，是大理古驿道中的一段，
也是滇藏茶马古道大理段的一部分，其
中700米保存十分完好。

——凤阳邑的房舍大多是老式白族
民居，墙体多由不规则的石头砌成。历经岁
月洗礼，墙面逐渐斑驳，越显古朴厚重。

——凤阳邑村内有观音古井、双子
井、文昌井、老石拱桥、老照壁、马店……

2013 年，凤阳邑被评为“中国传统
村落”。

借助《去有风的地方》的影响力，
凤阳邑进一步发力，先后投入资金3500
多万元，实施了历史文物修复、道路提
升改造、雨污管网完善、环山栈道建设、

村庄绿化美化、停车场和公共卫生间建
设等 30 多个项目，不断完善文化功能，
增强承载能力，充分展现出村庄的美。

新场景：你还会更加美

在《去有风的地方》剧中，马爷
（马丘山）和老胡（胡有鱼）因各自的追
寻，离开了“云苗村”。剧末，他们又回
到了“云苗村”，走进了“有风小院”。

在现实生活中，马爷扮演者涂松岩
于今年4月19日重回“有风小院”，直呼
凤阳邑是“能真正爱上生活的地方”。

近三年来，像涂松岩一样来到凤阳邑
的影视演员、音乐人、作家、画家不乏其

人。这得益于凤阳邑积极探索“艺术会
客厅+文化艺术之家”的艺术旅居方式，
为艺术家提供创作、展览、会客和旅居
的优质条件；积极引入各类经营主体，
探索“影视 IP+文旅”的产业发展模式，
以文化艺术激活乡村发展。

随着影视 IP逐渐形成，在短短两年
多的时间里，凤阳邑吸引了《中国有滋
味》《奔跑吧》《是女儿是妈妈》《乘风破
浪的姐姐》《跳进地理书的旅行》等一众
综艺节目和纪录片《万物经济》、新闻片

《中国人的一天》到此录制和拍摄。
“我经历了从《去有风的地方》拍摄

到播出的整个过程，也见证了凤阳邑的
变化。从一开始零散的游客过来，到游

客越来越多，凤阳邑的变化特别大。”旅
居凤阳邑 10 年的唐伟群见证了村庄的
发展。村民杨丹则是看到家乡的发展
后最早返乡的大学生之一。她对未来
已有规划：“现在村里游客越来越多，创
业者也越来越多。我的观念也转变了，
我想好好学习一门技艺，尝试创业，为
家乡发展出一份力。”

如今，凤阳邑有 100 多位艺术家入
驻，涵盖影视、音乐、绘画、手工艺等 10
余个领域，2024年举办各类艺术活动超
100 场。村内还聚集起 40 多家固定经
营户、110多个临时摊位，带动 300余名
村民就业、创业，涌现出众多影视场景、
消费场景、打卡场景、发展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