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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以来，云南省在九大高原湖
泊（以下简称九湖）流域治理中，坚持“一湖
一策”、分类施策，以大幅削减入湖污染物
为基础，以恢复流域生态系统功能、改善湖
泊水环境质量为重点，千方百计攻坚克难，
九湖保护治理的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湖
泊水生态环境日益改善。

云南省政府 2015 年 12 月召开九大高
原湖泊水污染综合防治工作暨滇池保护治
理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十三五”时期九
湖保护治理的总体目标任务。2016 年，云
南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关键和要害，突出
重点，主攻难点，打造亮点，全力推动九湖
保护治理取得新成效。当前，计划完成投
资 41亿元的重点项目建设正在全面推进。

盯紧目标科学规划

6月底前完成规划编制及审查

云南省政府提出，“十三五”时期，九湖
保护治理工作要争取实现滇池治理继续走
在全国湖泊治理的前列，水环境质量要持
续改善，确保完成国家确定的目标任务，抚
仙湖、泸沽湖要稳定保持Ⅰ类水质；洱海、程
海、阳宗海水质要继续保持稳定上升，稳定达
到国家对云南的水质目标考核要求；滇池、异
龙湖、杞麓湖、星云湖水质要有明显改善，基
本消灭劣Ⅴ类水体，水质好的湖泊要确保
稳定，水质差的湖泊要有明显改善，九湖生
态环境逐步走向生态健康保育的阶段。

按照九湖保护治理新的目标任务和要
求，昆明、玉溪、大理、红河、丽江 5州（市）党
委、政府和省级有关部门紧密结合实际，以
水质改善为核心，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
先、防治结合原则，牢固树立“九湖生态环
境质量只能提升不能下降”底线思维，找准
问题，有针对性提出工作思路和方法，加快
推进九湖“十三五”规划编制。

记者从云南省环保厅获悉，目前，九湖
“十三五”规划已完成预评估、现状调查、环
境问题诊断，规划大纲已征求九湖领导小
组省级 13 家成员单位意见，正在组织进行
修改完善，争取 6月底前完成规划文本编制
及审查，按程序上报省政府审批。

据了解，云南省还将同步加快全省旅
游产业、农业生态资源与环境保护、水利发
展“十三五”规划等规划编制，在规划编制
过程中突出保护优先，有序开发，共同推进
九湖保护治理。

协力推进重点项目

计划完成投资 41亿元

在湖泊水污染综合防治上，云南省按
照“总量控制、一湖一策、分类施治”的总体
思路，控源、减排、治污、生态修复、加强管
理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实施精准治湖。

据了解，云南省在政府财力十分有限
的情况下，集中各方力量抓好湖泊保护治
理所需资金筹措。目前，正在着力推进 4个
方面重点项目建设。

推动省政府 2016 年重点督查的高原湖
泊保护治理项目。计划完成投资 41 亿元，
其中，滇池保护治理项目完成投资 20.2 亿

元，洱海保护治理项目完成投资 15.08 亿
元，抚仙湖保护治理项目完成投资 2.3 亿
元，其他湖泊保护治理项目完成投资 3.42
亿元。同时，加快“十二五”在建项目实施
进度，截至 2016 年 2 月，“十二五”规划项目
完工率由去年的 62.67%提高至 71.6%。

构建洱海流域海东片区健康水循环系
统。大理州秉承“宁可新城不建，也不能把
洱海污染了”的决心，科学绿色环保开发海
东，重点实施“海东十条”环保措施，致力于
把海东建成环保城市的样板和典范。

加快抚仙湖特色旅游小镇建设步伐。
玉溪市与云南建工集团先后签订了《玉溪
市澄江县广龙片区抚仙湖北岸湿地项目广龙
片区旅游综合开发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等，并
从市级层面高位推进项目规划建设，成立以市
长任组长的项目协调领导小组，强化项目建设
的协调、督查，力争实现 2016 年 6 月底前动
工建设、年底初具规模的奋斗目标。

加快推进异龙湖综合治理“摘帽计划”
行动。红河州切实围绕精准治湖、全面截
污、行政问责、全民行动的工作思路，按照
工程措施与监管措施相结合、点源治理与
面源治理相结合、集中处理与分散处理相
结合的工作方法，大力开展异龙湖出入湖
河道综合整治，加快推进“摘帽”治理 16 个
项目，通过强化监管和工程措施，有效改善
异龙湖水质。

严格流域环境管理

及时查处和整改存在问题

云南省各地政府不断加强执法监管，
实行源头监控、过程严管、违法严惩，坚持
依法治湖、铁腕治污，确保九湖保护治理工
作全面推进。

据了解，大理州结合洱海保护实际，将

洱海流域 16 个乡镇划分为 6 个联合联动片
区，整合州、市、镇 3级环保、公安执法人员，
设立 6个联合联动组，统一开展辖区范围内
洱海保护监管执法工作，切实增强执法实
效和威慑力，有效遏制破坏洱海生态环境
行为的发生。

玉 溪 市 针 对 抚 仙 湖 周 边 旅 游 设 施 混
乱、偷排污染等问题，开展专项行动，对流
域内的宾馆、酒店、饭店、个体餐饮经营户、
农家乐、入湖河道、村庄及污水处理厂等集
中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共完成径流区
内 599 家生产经营单位、45 条主要入湖河
道以及公厕、垃圾房等重点区域的污染隐
患排查和整治，沿湖环境得到改善。

丽江市制定下发《泸沽湖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实施方案》，成立以市委书记、市长
为组长的泸沽湖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
坚决打击泸沽湖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彻底
解决规划管理不到位、执法不到位等问题。

云南省还下大力抓好监督与考核，确
保九湖保护治理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省九
湖办下发了《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水污染
综合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八湖流
域水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目标责任
书末期考核的通知》，考核结果待上报省政
府审核后向社会公告。今年 1月中旬，云南
省各级各部门认真组织、协同配合，顺利完
成了环境保护部组织国家有关部委对滇池
治理工作进行的专项核查。

据了解，为加强湖泊流域环境监管，玉
溪市完成了抚仙湖径流区统一托管工作。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由澄江县对径流区实
行统一管理，实现湖泊全流域统一规划、统
一保护、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的目标。

红河州对异龙湖“十二五”规划项目进
行督查，及时发现和解决项目收尾工作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按照目标责任考核办法
开展考核，考核结果呈报红河州政府，向社
会公布并兑现奖惩。

云南省审计厅正式印发《2015 年九湖
水污染防治审计调查的报告》，并采取“审
计发现问题责任清单”的方式，将问题一一
对应到责任单位，做到整改问题清楚、整改
责任明确。目前，云南省九湖办正在对审
计整改成果进行跟踪。

◆本报记者蒋朝晖

在神奇美丽的七彩云南，随着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深入推进，天蓝林碧水净、
村寨内外整洁的美丽乡村正越来越多。

记者近日从云南省环保厅获悉，截至
2015 年底，在中央农村环境保护资金和农
村节能减排资金支持下，云南省已投入超
过 9 亿元，共实施了 844 个村庄的环境综合
整治试点示范，全省直接受益各族群众近
177万人。

率先整治湖泊流域村落

云南省以实施“七彩云南保护行动”和
新农村建设为契机，积极整合各方力量，把
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
境质量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来抓紧抓好。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涉及面广、工作难
度大，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云南省环保厅
制定了《云南省农村环境保护规划》等系列
规划，逐年编制《全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实
施方案》，明确环境整治目标任务。相继印
发一批有关农村环境保护的文件，明确了
工作思路、原则、制度、内容和实施要求。

云南省坚持优先治理媒体关注度高、
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村”，重点治理农村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生活污水和垃圾
处理处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真正让农民
群众得到实惠。

同时，结合云南特点，以三峡库区上
游、九大高原湖泊流域等水污染防治重点
区、重要饮用水水源区、重要通道沿边沿
线、少数民族聚居区、扶贫开发重点地区等
为集中连片整治重点区域，切实改善项目
区域环境质量。率先在九大高原湖泊流域
完成了沿湖 495 个建制村的环境整治，有效
减少了入湖污染物，对改善湖泊水环境质
量起到了积极作用。

坚持试点示范、因地制宜

针对各地自然条件差异较大，开展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面临实际情况不尽相同的
特点，云南省严格落实环境保护部对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的工作要求，坚持试点示范，
不搞全面铺摊子。

云南省按照愿者优先、能者优先的原
则，注重选取基础条件较好，村两委战斗力
强，地方政府重视，且项目前期工作扎实、
落实配套资金的村庄先行试点。注重因地
制宜，分类指导，采取土洋结合、集中与分
散相结合，优先解决人口集中、规模较大村
庄的生活污水，建立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或

纳入城市污水收集管网。对居住分散、条
件差的村庄，采取分散式、低成本、易管理
的污水处理方式和就地减量化、资源化、无
害化的垃圾收集处置模式。

坚持点线面结合，做到“抓点、带线、促
面”。在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国家农村环保
试点县、重要通道沿边沿线，先后整治了一
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村庄，发挥示范带动作
用。在九大高原湖泊流域及水污染防治重
点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统筹城乡示范区开
展集中连片治理，建设集中污染治理设施，
发挥规模效应，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通过典型引路，综合整治示范成效不
断扩大。如大理州推进“三清洁”卫生整治
行动等，基本形成了“户清扫、组保洁、村收
集、乡清运、县处理”五级联动的城乡垃圾
处理长效机制及村庄保洁工作机制，全州
农村环境质量持续提升。芒市南见村和芒杏
村、楚雄市紫溪彝村、景洪曼嘎俭村、施甸县小
马桥村等一批村庄成为全省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样板，发挥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发挥资金和技术支撑作用

在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中，云南省
在充分发挥资金和技术的关键支撑作用、
高效建设试点示范项目的同时，采取多种

措施强化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确保项目
工程持续发挥效益。

在强化技术支撑上，云南省不断总结
完善较为适合当地典型农村的氧化塘系
统、人工湿地、土壤渗滤、生态沟、一体化装
置、微动力生态滤池等一大批村落污水处
理实用技术，以及生活垃圾热解气化处理
等就地减量化处理技术。

在规范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上，云南
省先后下发《关于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项目前期工作的通知》、《云南省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项目工作指南》等，不断完善项目
库建设。省环保厅会同财政部门制定《云
南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完善项目全过程监管，基本形成
了分级负责推进机制。每年资金下达后，
省环保厅会同省财政厅与整县推进试点
县、连片整治试点县三方签订目标责任书，
不断加强环境整治目标责任考核。

为确保垃圾处理工程见长效，云南各
地充分发挥群众集体智慧，形成定时到户
收运、定点投放清运、压缩中转清运等清运
模式，以及村民付费、门前三包、划定党员
责任区，建立村庄环保委、建立运营管理公
司等运管模式。

2015 年，国家将云南省列入 17 个集中
连片整治的重点省份，加大支持力度。根
据国家相关要求，云南省选取了德宏州芒
市等 7个县（市、区）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
整县推进试点，全省连片整治试点示范工
作进入整县推进新阶段。

当前，云南省正精心组织编制《云南省
“十三五”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为
加强统筹谋划，科学布局，深入推进“十三
五”全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迈出坚实步伐。

投资9亿元整治844个村庄环境，177万群众直接受益

实施民生工程造就美丽村寨
◆本报记者蒋朝晖

本报记者蒋朝晖 通讯员刘智超德宏报道 云南省德宏傣族
景颇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德宏州）针对当地生物多样性具有的丰
富、独特、原生、古老、脆弱等特点，采取划定优先区域、实施系列
重点工程等措施，不断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实效，确保区域
生态环境得到不断改善。

针对生物多样性保 护 存 在 的 问 题 、困 难 和 面 临 的 挑 战 ，
德宏州组织编制并实施了《德宏州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方案》

（2013~2030 年），成立了由州长任组长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领导小组，组建德宏州生物多样性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并制定
了委员会工作职责和工作制度。

德宏州依照国家和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的优先区区划内容，结合本地实际，在全州划定了 4 个生物多
样性保护工作优先区域（西部龙脑香热带雨林区，北部中山湿
性常绿阔叶林区，大盈江、瑞丽江湿地区，中南部季风常绿阔叶
林区）。

在此基础上，德宏州相继实施退耕还林和陡坡地生态治理、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农村能源建设等一批重点生态保护工程，进
一步夯实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基础，使全州的生态环境得到明显
改善。

截 至 目 前 ，德 宏 州 共 实 施 退 耕 还 林 和 陡 坡 地 生 态 治 理
118.38 万亩，区划界定 361.22 万亩生态公益林，占全州林业用地
面积的 29.2%。建成户用沼气近 6 万户、太阳能 8000 余台、节柴
灶 3 万多户。实现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全州全覆盖，完
成对全州 4721 株名木古树实施挂牌保护。建成极小物种保护
小区，对生长困难的滇藏榄、萼翅藤实施了必要的人工干预。

本报讯 为期 3 天的云南省环境监测系统土壤环境质量监
测技术培训班日前在昆明市举办。来自全省 16 个州（市）73 个
监测站的 172名监测技术人员参加了培训。

受多种因素制约，各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水平参差不
一，是云南省环境监测系统存在的短板。

为确保全省监测系统尽快掌握土壤环境监测的相关监测技
术规范、分析方法及操作技能，本次培训班依据《2016 年全国环
境监测工作要点》对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的具体要求、云南省环境
监测中心站组织全省监测系统开展土壤风险点位的监测实际需
要，精心设置培训内容。

本次培训班特邀在职和退休专家，对“环境监测工作中土壤
样品采集技术及要求、土壤样品制备技术及要求”、“土壤有机污
染物分析测试技术、土壤理化性质和无机污染物分析测试技术”
等，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讲解答疑和操作培训。

在集中讲解的基础上，培训班还邀请昆明市环境监测中心
等 4 个州（市）监测站的技术骨干，与参训学员就日常土壤环境
监测工作中发现的问题面对面进行了广泛交流和答疑。

参训学员普遍认为，本次培训针对性强，较好地解决了日常
工作遇到的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全省大部分监测站的土
壤监测能力短板，不仅有助于下一步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工作的
顺利开展，还将推动全省监测系统监测技术人员技术水平和能
力持续提高。 蒋朝晖 谢海涛

本报讯 云南省纳板河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纳
板河保护区）管理局近日组织精干力量，开展了保护区核心区巡
护和澜沧江一线宣传检查巡护。

为进一步加强对保护区的资源管护和森林防火检查宣传工
作，纳板河保护区管理局挑选干部职工组成两个巡护组，分头开
展行动。第一小组徒步穿越整个保护区核心区域开展巡护，第
二小组乘巡护船对沿江一线种植基地进行宣传检查。

在核心区巡护中，队员们不顾山高、林密、坡陡，喝泉水、吃
干粮、住帐篷，马不停蹄沿预定路线前进，对发现的野牛、水鹿等
国家珍稀野生动物、孔雀雉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踪迹，以及铁
树等珍稀植物进行详细记录。在核心区内 70 多公里的徒步巡
护中，没有发现人为活动痕迹。

第二组队员 乘 船 沿 澜 沧 江 一 线 进 行 了 近 40 个 小 时 的 巡
护 检 查 ，共 检 查 6 条 船只，驱赶企图进入保护区活动的人员 19
人（次）。

这次巡护，使参与人员进一步强化了对保护区核心区内野
生动植物分布情况的了解，有利于下一步采取更好的保护措
施。通过向村民宣传森林防火工作知识与相关要求、保护区的
法律法规，有力震慑了盗猎、盗伐和盗采、盗挖等破坏保护区资
源的违法行为。 蒋朝晖 李子阳

纳板河保护区开展核心区巡护
加强资源管护，震慑违法行为

云南举办土壤监测技术培训

弥补土壤监测能力短板

德宏因地制宜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划定四个保护优先区域
经过坚持不懈的治理，昆明市滇池水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图为滇池草海上帆船、游艇、海鸥与远处青山组成的美丽画面。 蒋朝晖摄

争取到的中央财政水质
良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专项
资金情况

数说“十二五”九湖保护治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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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与2010年比较，滇池水体
中主要污染指标下降情况——

今年投资41亿元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云南精准治理九大高原湖泊

图为云南省在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中首座建成且已稳定
运行两年的芒市芒杏垃圾热解处理站。垃圾热解工艺具有占地
小、一次点火无需助燃、能耗低的特点，烟气可达标排放，垃圾处
理后可减量 95%以上。 蒋朝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