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到素有“鸟
类天堂”美誉的拉市海，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美丽乡村

新画卷。青山把水染绿，一群白鹭在水中嬉戏，来往行人漫步徜
徉，好不惬意 。

近年来，云南省丽江市立足实际，持续加大对拉市海保护治理力
度，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有效保护了高原湿地资源，

还为各族人民带来更多的生态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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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力守护湿地资源，鸟类天
堂实至名归

每年冬天，候鸟会从各处飞来此地越
冬，拉市海也成为重要的候鸟栖息地。如
今，随着环境保护的成效日益显著，前来越
冬的鸟儿也越来越多。

拉市海保护区管护局资源保护科科长
李露云介绍，20 世纪 80 年代兴修水利工程
筑起的堤坝，让原本为季节湖的拉市海变
成了保持一定水位的高原湖泊，也因此成
为越冬水鸟的栖息地。拉市海是云南省第
一 个 以“湿 地 ”命 名 的 自 然 保 护 区 ，并 于
2004 年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保护区成立以来，丽江市及玉龙县采
取多种措施保护高原湿地，给鸟类提供一
个赖以生存的家园。在开展宣传教育、制
定出台保护管理条例、加强监测及科研综
合施策的同时，当地尤其注重对湿地水生
植物的保护，想方设法解决社区群众在参
与保护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海菜花，一直
是拉市海的湿地水生植物重点保护对象。
针对保护区内曾经出现乱采海菜花作为食
材出售的行为，管护局广泛宣传《野生植物
保护条例》，提高群众保护海菜花的意识，
并在公路上设卡检查，打击非法贩运行为，
有效杜绝了海菜花非法采集现象。

随着越冬水禽日益增多，拉市海周边
农作物的损失逐年加大，村民颇有怨言，
有 的 甚 至 对 飞 到 庄 稼 地 的 鸟 类 进 行 猎
捕。对此，管护局每年都要与乡政府、行
政村、受损农户联合对越冬水禽造成的农

作 物 损 失 进 行 评 估 ，争 取 政 府 的 补 偿 资
金。2003 年开始，玉龙县政府相关补偿资
金从最初的一次性 50 万元增加到每年 250
万元。

多种强有力的管护措施，为拉市海水
鸟栖息环境持续改善提供了有效保障。目
前，保护区群众自觉爱鸟护鸟已成为新风
尚，鸟类数量和 种 类 均 有 大 幅 提 高 。 在
2019 年冬至 2020 年春，管护局经过 7 次同
步调查，记录到鸟类 235 种，水禽 96 种（其
中国家一级、二级保护种类 37 种）12 万只
左右。

铁腕整治突出问题，湿地颜
值持续提升

拉市海均良村委会打渔村纳西族村民
梁中福的住房距湖面不足百米，打开门窗，
湖光山色尽收眼底。

然而，有段时间，梁中福家房前的湖岸
被投资者租用，并修建游乐设施“黄金一
号”。值得庆幸的是，在玉龙县开展的拉市
海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行动中，“黄金一号”
未建好就被拆除。同期被拆除的还有经营
了两年的“阳光半岛”，曾创下日进两千游
客的“云端彼岸”等一批旅游设施，眼前的
湖岸滩地已修复如初。

拉 市 镇 副 镇 长 肖 志 鹏 告 诉 记 者 ，自
2016 年以来，各级生态环保督察反馈的问
题，给拉市海区域旅游发展敲响警钟、亮起
红灯。在丽江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玉龙
县采取强力举措对拉市海生态环境问题进
行 整 改 ，全 面 取 缔 了 拉 市 海 水 上 旅 游 活
动。为切实解决好旅游转型与生态环境保

护之间的突出矛盾，推动打渔村发展，还将
实施村民易地集中搬迁安置工作。

目前，拉市海快行线及环湖截污等基
础设施建设，岸线清理及植被恢复，提升人
居环境等相关工作正在按计划紧锣密鼓推
进。

如今，拉市海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成效
日益显现。监测数据表明，拉市海水质常
年保持Ⅲ类，局部区域可达Ⅱ类。随着核
心区内游客、钓鱼者、放牧者的大幅减少，
湖边植被得到有效恢复。湖面平静下来
后，候鸟都能惬意地在湖面上栖息。

不仅如此，拉市海周边村民参与爱湖、
护湖行动的积极性也明显增强。保护区也
出现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候鸟安全度明
显提升；二是湖滨带栖息地得到恢复，不少
以前因人为活动候鸟不敢去的地方现在成
为候鸟的主要栖息地。

记者在打渔村采访时，巧遇丽江市委
副书记、拉市海市级河长何玉兰率队到拉
市海巡湖。她信心满满地说，丽江市将坚
定不移地推进拉市海保护治理工作，实现

“湖常治、湖常清”，努力把拉市海打造成丽
江“最美后花园”。

着力打造特色旅游，生态红
利普惠百姓

拉市海是一个能让人享受悠闲的好地
方，其优良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生物多样
性，让无数慕名而来的中外游客心旷神怡、
赞不绝口。

2018 年以来，玉龙县以开展拉市海生
态环境整治工作为契机，对乡村旅游实施

规范管理，着力打造特色旅游项目，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努力探索在保护好湿地资源
同时，实现沿湖群众增收致富的新路径。

位于拉市海北侧均良下村的花花色玫
瑰庄园里，游客摆出各种姿势打卡拍照。
身穿民族服装的纳西女子木金江面对此景
笑得合不拢嘴。木金江曾在外务工 8 年，
花花色玫瑰庄园建成后，她回到了离家仅
700 米的乡村旅游地上班，并担任玉龙魅
力均良旅游服务公司（以下简称魅力均良
公司）党支部书记。

木金江说，玫瑰庄园通过土地流转已
种植近百个品种的玫瑰花，共 826 亩，良好
的生态环境让玫瑰花在 5 月到 11 月竞相开
放。庄园每天接待游客两千多人，高峰期
可达 8000 余人。现在，村里成立合作社经
营玫瑰庄园，有 120 多位村民在家门口上
班。2019 年，全村户均年收入已突破 10 万
元，人均收入达 3 万元。目前，村里把旅游
向湖面发展的思路调整为向村里发展，正
在动员全体村民打造更多新的村庄旅游项
目。

据了解，魅力均良公司是由原均良村
委会 4 个旅游马场撤销之后成立的，目前
公司已形成集骑马观光、玫瑰观赏、纳西文
化展演、民俗体验、纳西饮食等为一体的新
型乡村生态观光旅游产业。年接待游客
12万人、产值突破 2000 万元。

肖志鹏说，拉市海将以生态旅游为发
展主线，促进湿地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在确保 群 众 收 益 的 基 础 上 ，推 动 乡 村 旅
游转型升级，切实把拉市海建设成为“看
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好家
园。

鸟类天堂鸟类天堂、、花花世界花花世界、、网红热地网红热地，，越来越美的丽江拉市海华丽转身越来越美的丽江拉市海华丽转身

高原湿地成候鸟天堂引客来高原湿地成候鸟天堂引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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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阿克苏地区乌什县近年来持
续实施百万亩沙棘生态林建设
工程，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线
开展沙棘育苗、种植，走出了一
条 生 态 保 护 与 产 业 发 展 新 路
子。

据了解，乌什县计划从今
年起在 3 年内人工种植沙棘 50
万 亩 ，5 至 10 年 内 发 展 到 111
万余亩。种植区域大多数为戈
壁滩、山地、谷底、公路及河流
两侧。

目前，乌什县沙棘产业链
初具规模，引进多家沙棘加工
企业，生产沙棘果汁、沙棘油、
沙棘茶等产品，并投入 400 万
元成立沙棘研究中心，致力于

沙棘品种改良，并培育新品种。
“10 万亩沙棘进入盛果期

后，企业可解决 2000 人长期就
业、30 万人次的季节性就业。”
北京汇源阿克苏沙棘农业综合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江 秀 宝
说。

乌什县实施沙棘林建设工
程，注重生态环保与产业经济
发展相结合，建设沙棘生态林
防护屏障，上游发展良种培育
和种植技术研究，中游开展沙
棘种植管理，下游发展加工、销
售和生态旅游等产业，打造一
二三产业高度融合的产业链，
进一步推进“生态立县、生态富
民”目标，巩固脱贫成果。

杨涛利 潘婷乌

乌什走出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新路子

3年内将种植沙棘50万亩花花色玫瑰庄园。

美丽共建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沙村镇凰岗村，红瓦“洋房”与泛黄稻田
相映成趣，一幅美丽乡村画卷尽收眼底。 唐萍 邓和平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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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市 海 让 无 数 慕
名 而 来 的 游 客 赞
不绝口。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于日前对社会公布。本次普查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大背景下的一项系统工程，是对全面摸清建设美丽中国生态环境底数

的一次重大国情调查，意义非常重大。

为进一步开拓思路、集思广益，推动普查成果发挥更大作用，现决定开展“普查成果如何用”主题

征文活动。本活动由生态环境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主办，中国环境报社承办。

一、主题：
“普查成果如何用”，旨在征集推动普查成果更好助力生态环保工作的建议。

二、时间：
即日起至 10月 31日。

三、要求：
1.来稿应紧密联系实际，避免空洞无物、泛泛而谈。

2.要求文字规范，表述完整，字数在 1500 字以内。

3.来稿应为原创，不得侵犯任何版权或产生知识产权纠纷。

4.电子投稿请以附件形式发送至邮箱：wwpcxyc@163.com。注意：请在来稿中注上姓名、单

位、邮寄地址、手机号码、身份证号。

5.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四、其他：
征文活动结束后，编辑部将邀请专家评选出优秀作品若干篇，并寄送纪念品。

联系人：程维嘉 宋杨 电话：010-67118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