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宋杨 电话: (010)67139791 传真: (010)67139791 星期四 2015/04/30

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Local News
E-mail:hjbdfxw@126.com地方新闻 07

党
政
领
导
抓
环
保

要突出生态保护，让热带雨林这张名片青春永驻、永不褪色。要立

足州情实际，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弘扬生态文化、建设生

态文明的发展思路，切实护好一片林（热带雨林）、建好两个园（环境友

好型胶园和生态茶园）、种好一棵树（珍贵树种）、办好两座厂（垃圾处理

厂和污水处理厂）。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委书记陈玉侯

要始终将生态放在第一位，任何时候，保护生态都是最核心的发展

战略。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境，坚持不懈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州，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要加大

环境保护和整治力度，扎实做好全国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示范工作，为

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州打牢基础。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长罗红江

本报讯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近年
来不断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推进“两污”（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治
理，全市城乡生活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014 年，景洪市在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构建环境友好体系、加强环
境监督管理、深化环境宣传教育、扎实
推进“两创”工作的同时，下大力推进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宜居环境建
设取得实效。

“两污”设施建设不断提速。景洪
市加快推进江南污水处理厂、城市配
套污水管网建设，完成 12.5 公里江南
污水处理厂Ⅱ期管网配套工程。

完成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扩建工
程（含东 C 库防渗和渗滤液处理站），
完成垃圾收运设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评审工作。全市有 9 个乡镇生活
污水生态湿地处理系统工程竣工验收
并投入运行，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82.5%。城镇环境管理力度不断加大，
开展了争创文明城市共建美丽景洪行
动，城市脏乱差现象和不文明行为得
到明显改善。

城区垃圾清运力度持续加大。景
洪市日清运垃圾 248 吨，做到日产日
清，清运率达 100%。日平均处理垃圾
298吨，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工
程有效推进。积极协调对《景洪市饮
用水水源地规划》进行调整，确定嘎洒
镇嘎栋自来水厂作为城区互备水源供
水厂。截至目前，两管网连通工作已
顺利完成。

蒋朝晖 陈雪王东

景洪基础设施
建设提速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82.5%，日清运垃圾248吨

本报讯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坚定
不移走好绿色发展道路，在加大投入
建设“两污”设施、强化监管推进生态
资源保护的同时，不断推进产业结构
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全县绿色生态
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生态环境质量稳
中有升，生态创建不断提速增效。

做大做强生态工业。勐海县以
建设高标准工业园为目标，重点发展
上规模、低耗能、轻污染、高效益的项
目和产业，积极发展科技型、环保型
企业，进一步扩大石斛、木薯、紫山
药、林产品加工等新兴产业，改造提
升制茶、制糖等传统产业。截至 2014
年 11 月，全县能源消费总量为 44 万
吨 标 准 煤 ，同 比 增 长 14.52% ，单 位

GDP 能耗为 0.7804 吨标准煤/万元，
同比下降 1.7%，完成西双版纳州下达
单位GDP能耗下降0.8%的目标任务。

积极发展生态高效农业。按照
生态、高效、优质、安全的要求，勐海
县以发展有机、绿色、无公害农产品
作为生态农业的重点，以农业龙头企
业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生态农业建
设。加快生态农业产业建设步伐，完
成 12.1 万亩生态茶园、5000 亩环境友
好型生态胶园建设。2014 年，全县茶
叶工业总产值达到 39亿元。

加快推进生态旅游产业。勐海
县完成旅游重大项目投资 3.72 亿元，
形成了以生态旅游为龙头、以民族文
化和自然资源为特色、以生态旅游线

和文化旅游线为主干的总体格局。
截至 2014 年 11 月，全县共接待国内
外 游 客 152.51 万 人（次），同 比 增 长
22.6%，旅游总收入达 16.78 亿元，同
比增长 48.3%。

绿色发展既增强了勐海县的经
济综合实力，也有效促进了当地生态
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为推进生态创
建增强了后劲。

据勐海县环保局局长赛勐介绍，
2014 年，全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
达标率为 100%，环境空气质量、地表
水和地下水质量均达到相应功能区
要 求 。 城 市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达
100％，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达85.7％。

截至目前，勐海县成功创建省级
生态文明县，全县 11 个乡镇全部获
得省级生态乡镇命名，其中 9 个乡镇
被环境保护部命名为国家级生态乡
镇。成功创建 71 个州级生态村、3 所
省级绿色学校、12 所州级绿色学校、
15 家州级环境友好企业，为创建国家
级生态县奠定了坚实基础。

蒋朝晖陈雪 王东

勐海发展科技环保型企业
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 1.7%

本报讯 西双版纳州勐腊县 2014
年在政府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合
理有效使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
移支付资金，持续加大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投入，确保城乡“两污”治理同步
推进。

乡镇建成区“两污”基础设施建
设进一步完善。勐腊县投入 1476 万
元，顺利完成象明、瑶区、勐满、勐伴 4
个乡（镇）污水处理系统建设。目前，
全县实现集镇生活污水处理全覆盖，
污水日处理能力达 2885 立方米。勐
满镇、勐捧镇新建垃圾填埋场已完工
并投入使用，其余乡（镇）垃圾填埋场
均正常运行。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项目顺

利完成。项目涉及勐捧镇勐捧、曼
种 、景 坎 、勐 哈 4 个 村 13 个 小 组 共
4316 人，总投资 602.58 万元，新建污
水处理系统 6 套，配备 8 立方米压缩
式垃圾车 1 辆、垃圾装卸工具 4 套，垃
圾处置系统采用户分类、村组保洁、
村组运输、乡镇运输处置的模式。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基础设施
建设力度持续加大。针对城镇和乡
村、公路沿线、水源水域及卫生死角，
勐腊县对“两污”、农业面源污染、畜
禽养殖污染、环境噪声及脏乱差现象
同步整治。广泛组织发动群众开展
村容镇貌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共出动
近 8 万人（次），在集镇区、村组周边
等区域清理垃圾 4000 余吨。

勐腊县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各单
位、各乡镇（管委会）、村委会（居委
会）开展了 10 次爱国卫生运动大扫
除，共消除积存垃圾和卫生死角近
2.9 万个，出动车辆 961 辆（次），出动
人 员 27.05 万 人（次），清 运 垃 圾 近
2.65万吨。

勐腊县督促乡（镇）、管委会及有
关部门对照《勐腊生态县建设暨农村
环 境 综 合 整 治 实 施 方 案（2012 年 ~
2014 年）》的责任划分和任务分解，设
置行政区域界线标牌，建立完善设施
运行维护的长效管理机制。

勐腊县建成投用象明、勐捧等 7
个乡镇（管委会）共 12 个村（队）12 座
农村卫生公厕。统筹安排生态创建
资金 1000 万元，开展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实施项目申报和审核筛选等工
作，完成勐满镇、勐捧镇、关累镇、象
明乡、勐腊镇、勐捧农场管委会共 30
个组（队）农村卫生公厕、垃圾池建设
项目的落地选址和工程设计工作，目
前已开工建设 24个。

蒋朝晖陈雪 王东

勐腊集镇污水处理全覆盖
污水日处理能力达 2885 立方米

在傣族村寨，村规民约修改、重大
事项研究等，都是在宗教活动场所进
行。各级政府因势利导，把寺庙作为开
展各项工作的宣传教育基地，使一些在
生态建设和环保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在
宗教人士的帮助下得到妥善解决。

2012 年 ，勐 海 县 勐 混 镇 推 进“ 两
污”（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建设遇到难
题。镇政府建设集镇污水处理湿地需
在集镇附近征地 7 余亩，因赔偿标准难
以达成协议，工程无法按期进行。此
外，镇政府在某村子竜山附近建设垃圾
中转站项目的计划，也因村民认为破坏
当地风水被一直阻拦。因征地问题没
有处理好，勐混镇当年“两污”建设项目
的申报没有获得成功。

勐混镇副镇长岩温扁上任伊始就
遇到这样久拖未决的棘手问题。身为
傣族的岩温扁曾在寺庙里一边读书一
边当和尚长达 13 年，对傣族信仰佛教、
敬 畏 和 保 护 自 然 的 传 统 文 化 了 然 于
心。他和镇长商议请大佛爷出面帮助
协调处理“两污”建设遇到的征地难题。

2013 年年初，在与大佛爷坦诚沟
通后，勐混镇政府召集项目所在地的老
人、宗教人士一起座谈，给大家讲清项
目建设在推进全镇环境保护和创建生
态乡镇工作中的重要性，介绍国家相关
政策要求和当地赔偿标准，请宗教人士
帮忙做好村民共建共享的思想工作。

在宗教人士的帮助下，涉及征地的
村民思想发生较大转变，很快与镇政府
达成共识，“两污”项目相关征地手续不
到一个月就顺利完成。2013 年，勐混
镇顺利通过国家级生态乡镇考核验收，
2014 年 9 月，勐混镇被环境保护部授予
国家级生态乡镇称号。

勐混镇的宗教人士还在当地推进
珍贵树种栽植中带了好头。寺庙周边
种上紫檀、黄花梨等树木后，村民纷纷
效仿，房前屋后、道路两旁、山上茶园，
珍贵树种幼苗随处可见。2014 年，全
镇种植珍贵树种 2.7 万亩共 47.97 万株，
完成勐海县政府下达任务的 360%。截
至 目 前 ，勐 混 镇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67.82%。

环保故事汇·西双版纳

一直以来，勤劳善良的西双版纳州各族人民，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敬畏自然、
保护自然，自觉培养并践行良好的生态价值观，与热带雨林和谐共处，社会各界同
心同德，演绎了许多保护生态环境的动人故事。

治污项目受阻宗教人士相助

千年茶树枯死不能移

西双版纳州2/3法律法规涉及生态环保，2014年环保支出占财政支出6.3%

好生态夯实绿色经济根基

万亩古茶千年长青，绿了大地富了百姓。图为云南省勐海县勐混镇贺开村委
会的村民在贺开古茶山的茶叶晾晒房旁开心地筛分茶叶。 蒋朝晖摄

◆本报记者蒋朝晖

勐海镇勐翁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岩糯是个性情爽快的傣族汉子，他
讲起带领村民写申请要求承包管护 3
万亩国有林的事颇感自豪。

位于勐翁村委会的国有林 1 号林
区和 3 号林区面积共 3 万亩，是勐翁村
18 个村民小组共 4900 人的水源林。前
几年，因林业部门管理人员有限，有些
管护工作难以到位，偷砍滥伐、破坏森
林资源的情况时有发生。岩糯看在眼
里，急在心上。

岩糯说，如果管不好水源林，我们
的子孙后代可能就没有水用，就无法生
活。为避免出现问题，岩糯和村民一
起，强烈要求对水源林实行承包管理，
并向勐海县林业局递交了书面申请书。

勐翁村民的积极呼吁，得到勐海县
林业局的大力支持，一项国有林森林管
护承包试点工作由此展开。

2013 年 1 月，勐海县林业局与勐翁
村委会在调研协商后，签订了勐翁片区
国有森林管护协议，在勐翁村委会成立
了森林管护站，由村委会主任担任管护
站站长，并成立了由 20 名村民参与的

义务巡护队，形成以村民管护村民管护
为主的管理模式。县林业局
还派出专业人员，对村民进行
护林防火等相关知识培训。

记者在一份护林承诺书
上看到，如发生盗伐林木，按照村规民
约处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对买
卖 双 方 分 别 按 每 方 1000 元 、2000 元 、
3000 元处罚，同时没收木材；如发现毁
林开垦，按照每亩 5000 元罚款。

在防火特险期，巡护队员不准请
假，要人人坚守岗位。清明节和傣历年
前，管护人员必须到各自的管护区，深
入村寨进行广播宣传，组织村民召开森
林防火工作会议。

森林管护站自成立以来，开展了多
次打击破坏森林资源专项行动，依法查
处违法违纪人员 35 名，依法查处拉运
偷砍滥伐木材的手扶拖拉机等 7辆。

勐海镇副镇长岩温深有感触地告
诉记者，勐翁村片区国有林由政府监管
转变为村民监管，这种承包管理模式对
生态环境的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勐翁
山更绿、水更清正在变成现实。

位于勐海县勐混镇贺开村委会的
贺开古茶山，植被丰富，自然生态环境
良好。这里有 1.62 万余亩共 200 多万
株树龄在 200 年~1400 年的栽培型古茶
树，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连片面积最
大、密度最高、保护最完好的古茶园。

茶 山 是 村 民 增 收 致 富 的 绿 色 银
行。享有万亩古茶园、千年古茶树、百
岁采茶人美誉的贺开古茶山，既给当地
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也给保
护这些古茶资源带来不少现实难题。

为保护古茶原料的纯正性和古茶
品质，贺开村委会根据村规民约，在得
到勐混镇政府批准后，在上山主要道路
上进行了保护性设卡。记者前往贺开
古茶山途中，就被要求停车检查有无携
带茶叶鲜叶、毛茶进入的情况。

保护古树茶叶如此有力，保护古茶
树又是如何作为？走进薄雾飘荡的曼
迈自然村山顶茶园，一块挂在木门左侧
的贺开古茶园保护与培训站的牌子十
分醒目。在一株编号为“西双版纳州海
177 号”的古茶树上，一对拉祜族中年
男女正在采摘茶叶。就在旁边几米处，
一株古茶树已经枯死，光秃秃的树枝上
系着几条随风飘动的红丝带。

当记者问及为何不将枯死古茶树
移走时，勐混镇环保所所长赵冰华说，
这是过度采摘古茶树叶的反面教材，，留留
下来警醒村民下来警醒村民，，只有保护好古茶树只有保护好古茶树、、合合

理采摘，才有取之不尽的新鲜茶叶。
近年来，勐混镇环保所每年到各村

寨开展两次宣传，教育引导村民防治病
虫害、不乱砍树枝催生新芽、科学采摘
养护古茶树。当地村民怕农家肥来源
有问题难以保证茶叶品质，宁愿不施肥
少赚钱也要保持原生态。

赵冰华给记者讲了一个真实故事，
在曼弄老寨村民小组，一位外地承包商
未经茶农允许给古茶树施了农家肥，被
发现后遭到罚款 3 万元、停止采摘一年
茶叶、挖走肥料的重罚。

如今，保护古茶树已成为勐海县各
族群众的自觉行动，良好的古茶资源也
为促进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增强了后劲。

曼迈自然村村民扎师家有 1000 多
株古茶树，2014 年卖茶叶收入 20 多万
元，他当年就花 30多万元盖了新房。

记者看到，布朗山乡吉良村委会爬
亮村民小组村民扎嘎一家已入住一栋
新建的拉祜族木楼。吉良村委会副主
任岩恩约投资 60 万元新建的布朗族楼
房已装修完毕。

记者采访当天，时逢布朗族过桑康
节，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村民个个喜
笑颜开。大家都说，只要精心保护好古
茶树，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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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义务守护国有林

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西双版纳
州）生态环境优良，不仅是我国重要的
生物多样性宝库，也是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圈成员、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近年来，西双版纳州把生态环境
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不懈建
设国家生态文明州，争当生态文明建
设排头兵。2014 年，全州用于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的支出达 19.32 亿元，占全
州公共财政支出的 6.3%。通过加强生
物多样性保护、转方式调结构、着力整
治环境突出问题，西双版纳州在绿色
发展的道路上步伐更加坚定、成效更
加明显。

2014 年 11 月，西双版纳州景洪、
勐海、勐腊 3县（市）被云南省政府命名
为“云南省生态文明县市”。

探索建立跨界自然保护区

在西双版纳州这片仅占我国 1/500
国土面积的土地上，有 5000 多种植物
种类，占我国的 1/6；有 2000 多种动物
种类，占我国的 1/4。全州森林覆盖率
达 78.3%，共建有 8 个国家、州、县、乡
镇级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面积达
35.51 万 公 顷 ，占 全 州 总 面 积 的
18.57%，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保护
地区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区域。

西双版纳州与老挝、缅甸山水相
连，具有多方合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的潜力。为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
西双版纳州立足现有条件，积极探索
建立跨界自然保护区，在更大范围内
为生态系统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
供有效支撑。

2006 年至今，西双版纳州与老挝
丰沙里省、南塔省等地在生物多样性

保护等领域开展了广泛深入地交流合
作，取得丰硕成果。

经过 9 年努力，已促成中国与老
挝在边境构建起一条南起中国尚勇—
老挝南木哈、北至中国勐腊—老挝风
沙里，地跨西双版纳和老挝北部 3 省
的长约 220 公里、东西宽约 5 公里、总
面积约 21 万公顷的中老跨边境联合
保护区域（中国境内面积 11 万公顷，
老挝境内面积 10 万公顷），4 个中老边
境联合生物多样性保护区（中国尚勇—
老挝南木哈、中国勐腊—老挝丰沙里、中
国磨憨—老挝磨丁、中国勐腊—老挝
乌渡姆塞）绿色生态长廊全线贯通。

中老跨边境联合保护区域和绿色
生态长廊的贯通，为栖息于这一区域
的亚洲象、印支虎、绿孔雀等国家珍稀
濒危动植物提供了安全的栖息之地。

目前，西双版纳州环保局正与老
挝南塔省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厅积极
探索两地的环保合作机制。

生物产业总产值增长16%

西双版纳州州长罗红江说，西双
版纳是生态绿洲，因生态环境优良而
闻名，离开了生态，西双版纳州什么都
不是，所以我们要像保护眼睛、爱护生
命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近年来，西双版纳州坚持将生态
放在第一位，保护生态在任何时候都
是当地最核心的发展战略。

为增强生态保护实效，西双版纳
州不断加大依法保护力度。西双版纳
州有半个立法权，州里 2/3 的法律法
规都涉及野生动物保护和环保，如《野

生动物保护条例》。同时，进一步明确
各级保护责任，保护区、公益林等重点
区域均实行网格化管理，做到责任到
人、不留死角。

面对经济新常态，西双版纳州深
入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把转方式
调结构作为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
重要抓手，把培育壮大特色生物产业、
文化旅游产业、加工制造产业、健康养
生产业、现代服务产业作为转方式调
结构的主攻方向。

2014 年，西双版纳州以生物加工
制造为重点，努力推动工业跨越发展，
生物产业总产值达 174.7 亿元，增长率
达 16%。

今年，西双版纳州大力发展生态
经济，以改性天然橡胶、茶叶深加工、
生物油为重点，发展新技术、新工艺。
以生物质能源、生物发电、风能、光伏
能等为重点，发展新能源。以云麻、香
蕉综合利用等为重点发展新材料。以
普洱茶、印奇果、澳洲坚果、辣木、诺丽
果等为重点，发展新产品。

西双版纳州建立了产业创新发展
基金，对应用“ 四新”并实现产业化发
展的企业给予重奖。

同时，努力促进文化与旅游深度
融合，加快建设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推
动野象谷、森林公园、曼听公园提升改
造，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文化旅游产业
转型升级。

当前，西双版纳州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环境整治更加深
入，全国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示范工
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全州上下因地制宜定功能，划定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
因势利导搞建设，让山水、田园、村庄、
城镇各美其美，共生共荣。义务植树
100 万株以上的城乡绿化活动正在广
泛开展，新种植珍贵林木 12 万亩的珍
贵林木基地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实施环境综合整治后，青山拥抱的云南省勐海县勐海镇勐翁村委会曼兴村民
小组变得更加美丽迷人。图为曼兴村全景。 蒋朝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