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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以
下简称西双版纳州），气候条件独特，
生态环境良好，生物多样性聚集，担负
着构筑我国重要生物多样性宝库及西
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使命。

“十二五”以来，西双版纳州着眼
生态文明建设新要求，深入实施“生态
立州”战略，着力弥补生态环境保护短
板，在加大资金保障力度、治理城乡环
境污染、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等多方面
不断取得新突破，为持续优化区域生
态环境质量、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后劲发挥了重要作用。

生态建设支出占全州公共财
政支出

7.7%
早在 2008 年，西双版纳州委六届

六次全会确立了“生态立州”发展战略，
提出了到 2015年在全省率先建成生态
州和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目标。

西双版纳州经济欠发达，地方财
政支撑生态环境保护能力严重不足，
资金投入压力大、实际困难多，在很大
程度上制约着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
建设工作的开展。

西双版纳州 把 强 化 保 障 体 系 建
设 作 为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重 中 之
重 。 先 后 出 台 了《西 双 版 纳 生 态 立
州战略行动方案》和《关于加强生态
文 明 建 设 的 实 施 意 见》等 系 列 推 动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和 环 境 保 护 政 策 ，在
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组织保障体
系、编制实施各级生态建设规划、建
立并严格执行生态创建督察制度的
同 时 ，建 立 了 资 金 保 障 机 制 和 生 态
创建激励机制。

尽管政府财力十分有限，西双版
纳州各级政府始终坚持保护优先，想
方设法筹措资金，不断加大对生态环
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2012年，西双版纳州政府出台《关
于加大生态创建资金投入保障基础性生
态创建工作意见的通知》，率先连续3年从
中央转移性支付的生态补偿资金中，给
予全州每个乡镇 200万元，重点用于乡
镇“两污”治理或巩固提升生态创建。州
政府设立奖励机制，对命名的每个国家
级生态乡（镇）给予10万元奖励、每个国
家级生态县（市）给予100万元奖励。

截至目前，西双版纳州、各县（市）
政府共投入生态创建专项资金约 1.1
亿元，涉及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方面

的支出累计 25.87 亿元，占全州公共财政
支出的 7.7%。

农村综合整治项目覆盖村小组

338个
“十二五”以来，西双版纳州采取多

种积极措施，持续开展城市生态建设和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确保全州城乡环境
质量同步提升。

截至目前，西双版纳州已完成3个县
市城市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污水
处理厂的污水收集率、运行负荷量及效果
均大幅提升。同时，全州31个乡镇集镇污
水和生活垃圾收集处置设施得到完善。

景洪市在建成城市饮用水工程、城市
污水处理厂、垃圾卫生填埋场、城市河流环
境综合整治工程等环境基础设施的同时，
已实施完成 7个乡镇生活垃圾处理场、10
个乡镇生活污水生态湿地处理系统工程，
全市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达80.95%。

据了解，西双版纳州共争取国家、云
南省级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25个、资
金约 3520 万元，在全省率先开展曼嘎俭
村、曼尾村等一批试点示范项目建设，项目
服务覆盖 338个村小组，有效处理处置农
村污水和垃圾问题，把原来一批脏、乱、差
村寨改造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村寨。

记者在勐腊县象明彝族乡看到，
2013 年建成投运、污水处理能力 285 立
方米/日的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运转正常，
出水口排入曼庄河的水流十分清澈。

象明彝族乡副乡长刘四章告诉记

者，自从有了这套污水处理设施和覆盖
乡街道、政府机关单位区域的污水收集
管网，不仅街区变得更加干净整洁，曼庄
河所受污染也大大减轻，水质越来越好。

据勐海县环保局局长赛勐介绍，在
2012 年~2014 年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中，
全县共在 56 个村新建垃圾房 181 座、垃
圾填埋场 8个、污水处理设施 36个。

因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基础工作扎实
有效，勐海县于 2015 年被列为云南省第
一批整县推进试点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示
范 县 之 一 。 当 前 ，这 个 总 投 资 额 为
2150.49万元的项目工程正在全面推进。

城乡污染治理同步推进并取得实质
性进展，为西双版纳州改善区域生态环
境质量、打牢生态乡镇创建环境基础发
挥了重要作用。

全州建成省级生态乡镇

31个
目 前 ，西 双 版 纳 州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78.33%，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 22.5
平方米/人。空气、水环境质量优良，达
到环境质量功能区划要求，生态环境质
量达到优良水平。全州共有 31 个省级
生态乡镇（26 个乡镇被命名为国家生态
乡镇），3 个省级生态文明县（市），3 个县
市的国家生态县市验收通过了技术评
估。

生态创 建 取 得 的 丰 硕 成 果 ，不 仅
为西双版纳州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夯实
了 根 基 ，而 且 给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提

质增效注入了新动力。
“十二五”期间，西双版纳州借力生

态创建，持续加大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建
设力度，成效十分显著。

2015 年，全州生物产业总产值完成
191.7 亿元，同比增长 9.7%。橡胶、茶叶、
甘蔗、蔬菜等传统生物资源开发继续处于
云南省领先地位。同时，出台环境友好型
生态胶园、生态茶园建设技术规程，规范建
设环境友好型生态胶园 23.66 万亩、生态
茶园 34.31万亩。全州当年接待国内游客
突破2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7.7%，旅游综
合收入286.7亿元，同比增长 25.7%。

据勐腊县易武镇副镇长岩温尖介
绍，“十二五”以来，易武镇通过实施生态
茶园建设及生态养殖、竹产业开发等项
目，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固定耕地、退
耕还林、封山育林与各族群众生产生活
之间的问题妥善处理。2015 年，全镇农
民人均收入 5652 元。

2015 年 ，西 双 版 纳 州 生 产 总 值
335.91 亿元，同比增长 10%；城镇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304 元，增长 8.5%；
农 村 常 住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0080
元，增长 10.1%。

实践证明，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绿色
产业，使西双版纳州区域环境质量持续
优化，整体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各族群众
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

西双版纳州州长罗红江表示，“十三
五”期间，西双版纳州将坚定不移推进绿
色发展，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创建活动，确
保成功创建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州，成
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

本报讯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紧
紧围绕国家、省、州关于生态文明
建 设 的 决 策 部 署 ，抓 实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工 作 ，加 快 构 建 生 态 保 护
屏障体系。

景洪市有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1个州级自然保护区和1个市级保
护区，保护区面积共计 1709.56 平方
公里，全市森林覆盖率达84.46%。

为 推 进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景
洪市科学编制并大力实施生物多
样 性 保 护 规 划 ，积 极 建 设 生 态 保
护廊道，景洪市积极参与“糯扎渡

保护区—纳板河保护区—勐养片区—
勐腊片区”和“双江县—勐养片区—小
黑 江 — 勐 仑 片 区 — 勐 海 — 打 洛 ”两 条
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建设。

景洪市坚持把林业工程作为景洪生
态屏障的重要依托，全面实施林业工程，
抓好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工程。划定
生态红线，编制了《景洪市 2010 年~2020
年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明确全市林地保
有 量 达 46.94 万 公 顷 ，森 林 保 有 量 达
40.88 万公顷，为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建
设用地划定生态保护底线。

为加强重要经济植物、珍稀濒危植

物、地区特有植物保护，景洪市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野生资源保护工
作的意见》，实施了“野生亚洲象栖息地
恢复及食物源人工改造”等项目，亚洲
象、野牛、猕猴等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回
升。先后投入 300 余万元，建立了勐罕
镇曼崩村野生稻保护区和景讷乡曼召村
药用野生稻保护区，对景洪市的野生稻
实施了有效保护。

同时，景洪市注重修复生态系统，通
过选择保护区退化程度不同的热带雨林
区作为示范基地，采取自然、半人工和人
工的方式开展修复示范，在分割成片的
热带雨林间，建立模拟热带雨林生态系
统，引入热带雨林建群树种和适当的乡
土树种，在重要的生态廊道两侧实施“退
园还林”等措施，促使热带雨林生态系统
向“正演替”方向发展，创造了良性循环
的热带雨林环境。

蒋朝晖陈雪 罗蒂

本报讯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近年
来高度重视乡镇生活垃圾收集处理、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各项垃
圾、污水处理系统基础设施，乡镇集镇
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勐海县不断加大政府对生态环境
建设的资金投入，财政预算中列支生
态县建设专项资金，有效整合各项资
金用于生态创建中。

据勐海县财政局总会计师张美辉
介绍，2012 年~2015 年期间，勐海县财
政局共下拨生态创建资金4783万元，主
要用于乡镇“两污”治理基础设施建设、
村庄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工程等。

通过项目的实施，勐海县 11 个乡
镇一改垃圾简单堆放，先后建成垃圾
填埋场，实现了垃圾集中处理设施全
覆盖，集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

目前，在政府主导的框架内，勐海
县 11 个 乡 镇 基 本 实 行“ 户 清 扫 、镇

（村）收集、镇运输处理”的生活垃圾
收 运 处 理 模 式 ，全 县 城 镇 生 活 垃 圾
清 运 处 理 做 到 日 产 日 清 。 同 时 ，勐
海县通过“以奖代补”机制实施环保
目标考核工作，激发了乡镇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

在生活污水处理方面，勐海县各
乡镇积极探索建立污水处理系统长效
管理机制，设立专人负责运行维护与
清理，保持池体及周边绿化带内无杂
物堆放，做到池体整洁美观，并开展污
水收集系统、终端处理系统的常态化
运行巡查维护等工作。

蒋朝晖陈雪 玉坎金

本报讯 西双版纳州勐腊县近
年来实施绿色产业富县战略，优化
升级传统产业，建设热区生态特色
农业示范区，构建资源节约型与环
境友好型的生态工业体系。

勐腊县不断加大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投入，累计发展高产水稻及玉
米 6 万亩，超级杂 交 稻 5.36 万 亩 ，
粮 食 作 物 间 套 种 6 万 亩 ，改 造 中
低产田两万亩。逐步推行低产低
质 胶 园 、茶 园 改 造 计 划，大力推广
良种橡胶及无性系良种茶，规范种
植园的抚育管理，目前已完成胶园
改 良 面 积 近 5 万 亩 ，茶 园 改 造 近
6000 亩。

为破解经济作物挤占蚕食生态
用地的难题，勐腊县稳步推进“生态

种植园”改造行动，按照“顶上戴帽、箐沟
还林、中间系腰”的设计方案，建设多层
多种的胶林复合生态系统 1 万余亩。在
25 度以上的坡地实施推蔗还林 200 余
亩，对坡度在 25 度以下的缓坡实施蔗园
坡改梯 450余亩。

为保护好古茶树资源，勐腊县政府
出台了《勐腊县古茶树资源保护实施方
案》，划 定 古 茶 树 保 护 区 域 4 片 ，面 积
2400 余亩，挂牌保护古茶树 379株。

同时，勐腊县不断促进对外绿色经
济发展，与老挝的农业跨境交流步伐不
断加快，磨憨兴农蔬菜专业合作社、南欠
克木人蔬菜专业合作社、中云勐腊糖业
公司等一批企业和农村合作组织成为农
业“走出去”的领头羊，在老挝和缅甸建
立了甘蔗、蔬菜、橡胶、粮食等生物产业

发展基地共 75 万亩，对保护珍贵的森林
资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治理橡胶加 工 业 水 污 染 ，勐 腊
县成立了县橡胶废水治理专项工作小
组。挂牌督办 20 家橡胶加工厂，共投
入 治 理 和 技 改 资 金 6000 余 万 元 ，实 施
了“ 厌 氧 +生 物 接 触 氧化法”治理减排
与水循环利用工程。截至目前，已有 11
家企业的治理项目通过了环保验收，5
家完工待验收、3 家在建、另有 1 家停产
待搬迁。

针对作坊式生胶片、生绉片加工点
不断增多的趋势，勐腊县展开了联合执
法和清理整顿，取缔了两家违法建设的
加工点，对 9 家加工点责令限期治理，有
效遏制了橡胶污染向农村转移的趋势。

严把环境准入关，勐腊县实行新上
项目管理部门联动制和项目审批问责
制，坚持不满足总量控制要求的项目一
个不批，选址不合理的项目一个不批。
县环保部门加强“三同时”验收。县节能
办对 5 家重点耗能企业进行驻点指导，
保证年度节能任务有效完成。

蒋朝晖 陈雪龚尚林

改造生态种植园 整治橡胶加工业

勐腊发展绿色产业促转型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勐海生活垃圾
实现日产日清

实施生态立州战略，投入生态建设资金25.87亿元

西双版纳补短板全力攻坚
◆本报记者蒋朝晖

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景洪建设两条生态保护廊道

茶马古道茶马古道问问茶事茶事

成立古茶树资源保护机构，制定村规民约

千年古茶树多了一重守护

在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州，得天
独厚的地理条件给茶树生长提供了
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这里是驰名
中外的普洱茶发祥地及茶马古道的
源头。自古以来，西双版纳各族群众
都有种茶、制茶、饮茶的传统。如今，
历经上千年的传统茶产业依然是西
双版纳州四五十万人的衣食父母，持
续发展势头正盛。

5 月上旬，记者前往西双版纳，
走进茶山，走近茶农，看茶、品茶、问
茶事，无处不感受到茶和当地各族群
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当前，保护
不可多得的古茶树资源已成为社会
各界的共识和自觉行动。

在西双版纳州采访时，记者看到
一份题为《全民动员打好古六大贡茶
山生态环境保卫战》的茶友交流材
料，千言只为一语，不能急功近利毁
了好生态断了子孙福。

据了解，西双版纳州百年以上的
古茶树分布面积为13万多亩，有1800
多年的巴达野生“茶树王”和 900多年
的人工栽培型南糯山古茶树。主要分
布于两县一市的 17个乡镇 100个村寨
之中，植株较多且连片的百年以上的
古茶园共有 82234 亩。

近年来，因受市场影响，西双版
纳州茶叶价格一度大幅度上涨，部分

茶农在巨大经济利益驱动下，超强度
采摘茶叶、移植茶树、施用有毒有害
农药和化肥，对古茶树的生长环境造
成严重破坏。

西双版纳州历届党委、政府高度
重视茶产业发展和古茶树资源的保
护工作，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发展，茶
产业已经成为促进农民增收、企业增
效、财政增长及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
重要支柱产业。

2011 年，西双版纳州出台了《云
南省西双版纳州古茶树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依法保护全州行
政区域内野生型茶树和树龄在 100
年以上的栽培型茶树。依据《条例》，
制定古茶园管理技术规程和操作规
范，严格保护茶园区的生态环境，禁
止砍伐茶园中的林木、过度修剪、过
度采摘，禁止移植古茶树。

西双版纳州要求县乡成立古茶
树资源保护领导机构，把保护古茶树
资源纳入村规民约，对村干部、茶农
进行古茶树采摘、修剪、中耕管理及
病虫害防治等培训，提高全社会保护
古茶树意识，做到保护与开发利用有
机结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促进茶产业健康发展。

西双版纳州严格施行《条例》，为
保护古茶树及古茶树遗传基因完整
性，合理开发利用古茶树资源，促进茶叶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本报记者蒋朝晖

位于西双版纳州勐腊县西北的
易武茶山，是传统普洱茶的主产地，
茶园面积和茶产量长期居于澜沧江
江北古六大茶山之首。被誉为我国
贡茶第一镇的易武古镇，是著名的茶
马古道起点。这座历经昔日鼎盛辉
煌、日渐落寞，而今欲重振雄风的古
镇里，古朴的民居和古老的传说如普
洱茶一样回味绵长。

走进易武老街 661 号何府大院，
记者一行受到易武天能茶庄掌门人
何天能的热情接待。品茶交流间，这
位 2007 年 被 西 双 版 纳 州 政 府 授 予

“茶农状元””、已满 73 岁的彝族老人
谈笑风生，说起自己的经历虽然滔滔
不绝，却十分谦虚。

何天能 10 多岁开始学习种茶、
采茶，积累了不少经验。改革开放
之初，身为生产队长的他偷偷摸摸
开 始 制 茶 ，后 来 有 了 自 己 的 茶 庄 ，
这 一 干 就 是 38 年 。 何 天 能 家 里 有
30 多 亩 茶 园 ，种 茶 、买 茶 、制 茶 、卖
茶 、注 册 茶 叶 商 标 ，他 有 难 以 忘 怀
的坎坷经历。

以前，古树茶卖相不好，价格偏
低不如台地茶。何天能和部分村民
一样，砍掉古茶树栽种台地茶，结果
得不偿失，前来买茶的外商认为台地
茶只是产量高，品质和价值远不如古
树茶。一时冲动砍掉祖祖辈辈留下
的古茶树，何天能追悔莫及，不是因
少赚钱，而是因环境遭到破坏、古茶
树不能复生那抹不去的痛。

现在，何天能无论是接待慕名而
来的海内外顾客，还是培训一批又一
批专程前来学习茶艺的学生，他都要
给大家详细介绍保护古茶树资源的
意义和自己走的弯路。

何天能认为，外地人背着钞票进
山都是冲着生态 古 茶 而 来 的 ，茶 农
种 茶 、采 茶 、制 茶 的 每 一 个 环 节 都
要环保，尤其是不能给古茶树施化
肥、打农药，更不能过度采摘，保住
茶 叶 品 质 才 能 保 住 农 民 经 济 收 入
源源不断。

与何天能交流时，他不止一次望
着老伴说，这一辈子没别的追求，只
愿夫妻双双陪伴茶到老。

古稀茶农：砍掉古茶树追悔一生

近几年来，随着西双版纳州生态
创建工作的深入推进和茶产业发展
的日益规范，当地茶农保护生态环
境、追求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普
遍增强，行为更加自觉。

在勐腊县象明彝族乡曼庄村委
会曼迁村小组垭口寨周围，一大片古
树茶园生机勃勃。未进茶园，“构筑
绿色平台、打造生态经济”的宣传牌
子早已映入眼帘。沿着茶园旁边曲
折的水泥小道往里走，“绿色生态茶
产业、来自大自然的关爱”、“建设生
态文化、塑造绿色文明”等标牌格外
醒目。

曼迁村小组会计张霆伟与记者
边走边聊，显得有些兴奋。他说，一
家 7 口人有 150 亩茶园，这些茶树都
是祖上传承下来的，曾经也受到过破
坏。古茶树生命力很强，哪怕被砍得
只剩树桩还是重新长出了新枝。这
些年，古树茶价格比较稳定，成为村
民发家致富的重要依靠。今年把家
里 产 的 春 茶 制 成 毛 茶 ，卖 了 16 万

元。“现在，村民都小心翼翼保护古茶
树，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过度采
摘，谁敢乱来，我们就跟谁急。”

今 年 32 岁 的 广 西 籍 茶 商 莫 志
明，是曼庄村委会曼庄老寨制茶世
家 赵 庄 号 第 三 代 传 人 赵 江 云 的 丈
夫 ，在 潜 心 研 究 古 树 茶 时 ，他 发 现
茶 庄 2003 年 初 创 时 制 作 的 茶比现
在的品质好，原因是当时茶山生态环
境更好。

明白保护茶山生态环境的重要
性后，莫志明不仅每年初要花约 20
天巡查周边茶山，宣传动员茶农不要
乱砍树、乱施化肥打农药，还花两万
多元买来无人机，对茶园进行多角度
拍摄，全面掌握古茶园的生态环境变
化情况。

莫志明说，生态是茶山、茶农、茶
商生存的命根子，保护古茶园是大家
共同的责任，自己要和茶农一起，专
心致志守护茶山，一心一意精制好
茶，不遗余力传播生态茶文化。

本期故事由蒋朝晖采写

年轻茶商：保护生态传播茶文化

云 南 省 勐 腊 县
象 明 彝 族 乡 的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系 统 2013
年 建 成 投 运 ，目 前
系 统 管 护 良 好 、运
行正常。

蒋朝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