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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攻坚一线，了解治污历程

提 起 彩 云 之 南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存 在 就 是“ 高 原 明
珠”——滇池。它曾是无数昆明人心中家乡最美的存在，
也曾是不少人心中隐隐作痛的伤疤。“60 年代淘米做饭，
70 年代游泳洗菜，80 年代开始变坏，90 年代风光不再”，
再现了曾经的境遇。

采风团初到昆明，便来到位于滇池之畔的宝丰湿地
和滇池保护治理科普中心考察调研，深入采访滇池湿地
建设及水生态恢复情况，系统了解滇池保护治理历程、工
作及成效。

当听到“进口有 35 条河流，出来只有一条，而且昆明
有八九百万人口，存在城市生活污染、工业及农村面源污
染等因素”时，采风团团长、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中国
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黄亚洲不禁感慨，没想到滇池治理
存在这么多长期、复杂的客观状况，强调“要用始终干净
的心态，面对滇池”。

昆明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李雄彬介绍说，云南省从
“九五”时期开始，就将滇池治理作为全省社会经济发展
的头等大事来抓，系统实施内源污染治理、入湖河道整
治、外流域引水与节水、农业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生态修
复与建设等工程，经过多年不懈努力，终于使得滇池生态
环境大为改善。

如今，滇池恢复湿地 3.95 万亩，湖滨生物多样性和自
然景观得到极大改善，许多消失多年的鸟儿回来了，许多
珍稀濒危鱼类物种数量得到了极大提升。

同样引发采风团无限感慨的，还有大理洱海治理保
护的故事。

洱海是云南第二大淡水湖，也是大理人的母亲湖。
然而，洱海的命运也曾一波三折。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随着流域经济发展、人口聚集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洱
海一度因水质下降而“黯然失色”。

面对严峻形势，大理采取了一系列洱海保护举措，取
消网箱养鱼、全面推行“三禁四推”，开展 27 条主要入湖
河道生态化治理……

如今，洱海保护精准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洱海水质
连续两年被生态环境部评价为“优”。一度消失的“水质
风向标”海菜花回来了。环洱海而建、全长 129 公里的生
态廊道全线贯通。

“大理既是自然地理的高地，也应是生态文明的高
地。”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作协第五届
主席团主席许辉第一次来大理，看到大理在生态文明建
设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进展，忍不住称赞。

湖水清清，波浪声声，苍山洱海间回荡着美丽乡愁之
歌、诗和远方之歌、绿色生态之歌。

深入美丽乡村，见证“两山”转化

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如今，高原明珠
湖水清澈，波光粼粼，离不开洱海沿岸村民和洱海上游的
付出与贡献。

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是洱海边的一个小村落。为了
腾退土地建设环湖生态廊道和湖滨缓冲带，实现“人退湖
进”，沿洱海 15米范围内 1806 户 7270 人实施生态搬迁。

古生村村民何利成就是其中之一。他主动关停自己
精心打造的客栈，两次拆掉自己的房子。“虽然心疼难受，
但我明白，只有把洱海保护好了，我们的生活才能变得更
好。”何利成说。

同样做出巨大贡献的，还有洱海上游的洱源县。作
为洱海的主要水源地，洱源县有大小支流 560 条，占洱海
平均径流量的 60%左右。洱源境内河流的水质、水量变
化，深刻影响着洱海全湖的水质。

为此，洱源县把源头意识转化为行动自觉，努力做出
源头贡献。加强河流、湖泊保护治理，实施 3 条主要入湖

河流及干支流 188 公里生态治理工程，建立弥苴河管护
制度，探索规模化种植，着力推进生态修复……

值得欣慰的是，努力与付出，不仅换来了洱海的生态
之变，也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生活之变。通过提
升生态“颜值”和产业“绿值”，洱海沿线群众端上了“生态
碗”，吃上了“绿色饭”。

如今，何利成将客栈转租出去，同时又通过云南农垦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包下古生村 580 余亩土地，在公司
指导下轮种水稻和油菜，生产出古生村“洱海留香”生态
米、绿色菜籽油等农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洱源县茈碧湖镇茈碧湖北岸梨园村，是洱海源头一
个美丽的小村庄。为了不让污水流入茈碧湖，进而影响
洱海水质，村里投资 1480 万元建起了污水收集处理回用
项目。除了实现污水全收集，还进行两级深度净化，对中
水进行全部回用，用于灌溉北侧的 230 亩干旱果园和 300
多亩环村面山植被。

如今，这座因栽种着 7000 余株树龄为 500 年左右的
古梨树而得名的美丽村庄，不仅从根本上控制了入湖污
染，有效削减了茈碧湖的污染负荷，同时还提升了乡村人
居 环 境 和 生 态 旅 游 品 质 ，促 进 梨 园 村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
2020 年，梨园村被列为州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特色旅游
发展得越来越兴旺。

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开毅感慨地说：“走进烟雨
濛濛的洱海，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景致的变化，更多的是
当地村民因保护洱海而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这
样的洱海能触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种新景
致。”

聆听历史文脉，守护发展根基

除了苍山洱海、风花雪月的“颜值”，大理同时也有着
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历史底蕴。

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雕梁画栋的墙院，串起回
望千年历史的画卷；古朴老物件，哒哒马蹄声，叩响一段
仿佛穿越的旧日时光。这是传承千年的传统农业大镇、
农耕大镇大理喜洲，也是电影“五朵金花”的拍摄地，更是
老舍《滇行短记》中所讲述的那个奇迹，“山水之间有这样
的一个镇市，真是世外桃源啊！”

在喜洲，采风团聚焦人与土地的关系，感受喜洲自古
以来的农耕发展和农民生活方式，以及传统文化保护给
当地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而在有着“白族原乡”“文献名邦”之称的剑川，以及
拥有“南诏古都、彝祖故里 、道 教 圣 地 、鸟 道 雄 关 、红 河
之 源 、和 谐 回 村 ”六 张 金 字 名 片 的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巍山，采风团更是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政府部门通过
深度挖掘民族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化资源，构建全
域旅游发展格局，发展特色产业给百姓生活带来的勃勃
生机。

石龙村因男女老少都 喜 欢 唱 白 族 调 子 ，又 被 称 为
“白曲村”，村里不少歌手在传承千年的白族盛大民族
传统节日——石宝山歌会上夺得桂冠，是歌会中不可
或缺的“弦音”。

为了有序开展非遗活态传承，助力乡村振兴，当地政
府建立健全保护机制，在村里建立国家级
非遗石宝山歌会节传承基地，鼓励传承人
带徒授艺，使得石龙村成为有名的民俗文
化示范村，有省州县非遗传承人 32人。

村里的产业结构也从原来的种养殖业
为主，发展到包括旅游从业、创业，中华蜂
养殖、中草药种植以及民族文化表演等在
内的乡村旅游和特色农业齐头并进，石龙
村乡村振兴走上拥有持续“造血”动能的快
车道。

巍山东莲花村也是如此。作为红河源
头第一镇，“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东莲花村
自建村起便是南方古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上

的重要驿站和物资集散地。近年来，巍山县委、县政府在
村内先后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民族团结生态示范
村”“文化名村风貌”“旅游服务配套建设”等基础设施项
目，使东莲花村在文化挖掘、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方面走
在了前列。

如今的东莲花村，田成方，路成网，沟相通，旱能灌，
涝能排，再加上底蕴深厚的马帮文化，一幅美好的田园乡
村图景在眼前展开。

“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发展的根基、保护
文化的根基。”采风团领队、中国环境报社总编辑陈廷榔
表示，生态文明建设，既需要硬措施，也需要软功夫。巍
山产业的发展与良好的自然生态息息相关，为作家提供
了鲜活的创作素材。

勇担时代使命，书写美丽中国

几天实地探访，采风团深刻感受到了一幅绚丽多彩
的新画卷在云岭大地徐徐展开。

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山西省散文学会会长谭曙方告
诉记者，以前看到很多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案例，但
大理的生态文明建设让他眼前一亮，他表示：“身为作家
要利用文学的优势，讲好大理的保护故事。”在山西省作
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李景平看来，身为作家，要
深入生态文明建设一线书写，因为“文章永远在自己的脚
下”。

此次采风不仅让来自省外的作家看见了不一样的大
理，更让长期生活在云南的作家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家乡。

“这次采风活动给我和云南的其他作家都带来新的
写作经验。”李开毅说。“采风活动给我提供了生态环境保
护这个专业的视角，对我很有启发。”云南省作家协会副
主席叶多多说，今后她将更多地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
进行文学创作，拓宽视野和创作内容。

作家们一路感悟，一路收获，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同
感也更加强烈。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时代的主题，作为作家，加入
其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海关传媒中心高级编辑华
静表示。大理州文化和旅游局二级调研员、大理州民间
文艺家协会主席杨建宇感慨，通过采风活动也坚定了大
理本土作家的责任感。大理州文联党组成员、三级调研
员李智红说：“我们见证了洱海保护的成果，通过感受原
生态的自然之美，更增强了生态文明意识，以后一定要守
住绿水青山，让大理的美更加丰富。”

北京大学访问学者、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闻冰轮则
表示：“诗意地栖居是每一个文人的梦想。美好的环境才
能带来栖居的可能，离开了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诗
意很有可能变成空谈。”

厚植新时代生态文化，凝聚力量建设生态文明，新的
力量正从彩云之南出发，把绿色之歌唱得更嘹亮悠长，直
至人的心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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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年 时 曾 在 江 南 局 部 闲 逛
过，知道皖南多佳茗。记得喝过
黄山毛峰、太平猴魁、六安瓜片、
祁门红茶。多年之后，在皖西南
又遇“岳西翠兰”。感觉有点像在
山水拐弯处，喘息之间，逢到一位
谈得来的旅友。

名山出佳茗。岳西是茶乡，
自然出好茶。岳西建县晚，1936
年才设县，历史上辖区曾归潜山、
太湖、舒城、霍山其他四县，故陆
羽《茶经》将岳西茶列为寿州和舒
州茶区。作为宋十三山场之一的
罗源场就在当今的岳西，可以说
岳西一千年前就是官茶采收与交
易中心，宋代以后，本区为大别山
御用贡茶核心产地。

来岳西前，其实我和岳西茶
也算有纸上联系。几年前，来自
岳西的作家胡竹峰专门写过一
本《闲 饮 茶》散 文 集 ，为 茶 事 张
扬 立 传 ，让 不 懂 茶 的 我 来 为 之
插图，我兼染一手绿意，也算沾
了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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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岳西的这段日子里，来来
往往喝的全是“岳西翠兰”，登茶
山，访茶园，拜茶神，谒古树，身心
让岳西茶山绿色洗涤一番，便洗
透肺腑和感觉了。

同道里有内外两类懂茶的本
土行家，听他们不断灌输岳西茶
的绿意，来自苏州的荆歌懂茶，把
岳西翠兰渲染得像一个茶段子，
采风途中他说抵挡不了车窗外一
路绿海，晕车了。但喝下一杯岳
西翠兰，马上不再晕车，人也焕然
一新。

在姚河乡竹山古茶园，见到
手工茶艺非遗传人刘会根先生，
他是茶专家，和刘大师交谈，知道
他比我大三岁，属牛，一直在打造
叫“慧根”的岳西翠兰绿茶，取自
己名字的谐音。他说，自己炒的
茶曾被当做国礼送给多国外国元
首。他还是岳西国宾礼茶的唯一
制作人。

十多年前，他和村里几位茶
人跑遍竹山方圆数公里的每一片
茶园，细心勘察，不漏掉一棵茶
树，亲手刨开千株茶树根的泥土，
几年里，在岳西境内，他们累计发
现一百多棵古茶树，后经合肥来
的茶专家鉴定，竹山的古茶树每
一棵树龄都在三百年到五百年
之间。

他特意领我们看了一棵茶龄
在五百年的古茶树。古茶树上挂
满红丝带，像一位学子高中状元
一般。我问这棵古茶树一年能产
几斤，他说一斤都不到。

比起我看过的那些古柏，这
些古茶树看起来很平常。如果岳
西这些古茶树当年像这里的游子
一样出走，也许是另一番世界，这
些情系乡愁的古茶树独守岳西茶
山，过的是另一番草木人生，它们
见证着故土风雨。

与那些名声显赫的茶相比，
岳西茶显得 一 直 低 调 ，不 管 山
外 如 何 折 腾 ，它 在 大 别 山 深 处
显 得 静 稳 ，岳 西 绿 茶 像 一 位 淳
朴 山 女 ，不 热 闹 却 有 自 己 的
妙 。 它 通 体 碧 绿 鲜 活 ，包 含 山
水元气，香气清鲜通透，醇意回
味 持 久。若不是山神钟情，也是
大别山天赐的嘉草。

在 古 茶 园 茶 话 会 上 ，刘 会
根 先 生 说 到 岳 西 翠 兰 茶 的 妙
处 ：“ 其 外 形 一 芽 两 叶 ，自 然 舒
展 ，色 泽 翠 绿 ，形 似 兰 花 ，故 命
名 为 翠 兰 。 经 开 水 冲 泡 后 ，舒
展 匀 整 ，清 香 持 久 ，鲜 醇 爽 口 ，
叶底嫩匀成朵，汤色浅绿明亮，
乃 茶 中 之 上 品 。”果 然 ，我 看 每
人 桌 前 都 放 一 透 明 玻 璃 茶 杯 ，
里 面 碧 绿 沉 浮 ，它 们 正 在 对 刘
大 师 作 以 见 证 。 我 端 起 来 ，享
受到了他说的那种茶境了。

茶话会结束，临走，我问这茶
杯可以带走吗？

他说，就是给你们专门留的，
让带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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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盛夏，我算是在岳西山
水间作了一次“汤水之旅”，都和

“知味”有关。在岳西，我吃过了
地道的杀猪菜、黄荆叶做的绿豆
腐，鼠曲草做的绿丸子，新鲜可口
的茭白，觉得印象最深回味最醇
的还是岳西绿茶。

到“罗源场”茶园，知道岳西
翠兰并不是单一符号，岳西翠兰
是“茶的集团军”，是“茶的组诗”，
岳西翠兰还有“翡冷翠”“高山奉”

“宋山场”“野雾山”等佳茗，它们
都属于岳西翠兰系列，都归岳西
的山水清音指挥。

人生不如一羽嘉木，不知岳
西山壁上附倚的“茶神”，在大别
山听风听雨何等感悟。正是岳西
有佳茗，缕缕情丝把这块碧绿和
外面世界连在一起，岳西的绿意
才缠绵不绝。

返回中原途中，古茶园赠送
的那个玻璃茶杯我一直随身携带
着，里面装着现代化的速度，里面
装着大别山的山水，就是一路带
着岳西的绿意茶韵。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
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作家协
会副主席、河南省文学院副
院长）

初秋的云南，天高云淡，万物竞秀，山水
迷人，折桂香远。

在多彩的季节里，由生态环境部、中国
作家协会主办，中国环境报社、云南省生态
环境厅承办，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支持的

“大地文心”生态文学作家采风活动走进云
南。

5 天时间里，10 位洋溢着环保热情、创
作激情、文学才情的作家，行走滇池之畔，了
解五百里滇池水质由浊到清的变化历程；深

入溯源洱海，体会洱海从源头到下游一路畅
“清”背后的努力与付出；探访美丽乡村，见
证“两山”转化生动案例，领略乡村振兴崭新
图景；聆听历史文脉，感悟悠悠文化对经济
高质量发展与环境高水平保护的推动之力。

感受千年古韵，行走诗意山水，聚焦攻
坚一线，把脉绿色发展。这次采风是一次生
态之行、绿色之旅，作家用脚步丈量大地，不
仅看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成效，增强了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更激发起内心强烈的责
任意识，立志以文学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书
写美丽中国。

洱海风光洱海风光。。大理州文旅局供图大理州文旅局供图

国家方志馆南方丝绸之路分馆国家方志馆南方丝绸之路分馆。。剑川县委宣传部供图剑川县委宣传部供图

巍山古街巍山古街。。范健华摄范健华摄

为了守护洱海水质为了守护洱海水质，，洱源建立起弥苴河管护队洱源建立起弥苴河管护队。。

采风团在大理喜洲古镇稼穑集农耕文化艺术馆合影采风团在大理喜洲古镇稼穑集农耕文化艺术馆合影。。

◆本报记者王琳琳

皖南访茶记
◆冯杰

青梅煮酒

文化快讯

“LIAN 植物绘画艺术金秋特展”近日在国家植物园（北园）科普馆
举行。展厅共展出 45 幅风格各异的精美作品，既有展现植物特征结构
的墨线植物科学画，又有用水彩、丙烯、彩铅等材料还原植物本真面貌
的作品，体现了绘者对自然与植物的热爱。图为游客欣赏展出作品。

本报见习记者曾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