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理

立秋刚过，大理州大理市洱海湖滨的玉白菜湿

地公园里，绿树草坪相映成趣，鸟儿在林间栖息鸣

唱，每天都有不少居民到此散步休闲。

随着大理州山水投资有限公司对洱海沿岸

机场路环岛至阳南溪湖滨生态廊道进行保护和

修复（以下简称“南部廊道项目”），该片区的环

境得到极大提升，正日渐显现出生态效益和社

会效益。

位于玉白菜湿地公园附近的下庄村村民段玉

堂每天步行10多分钟到湿地公园散步，他表示：

“湿地公园修好后，原来杂草丛生的景象变成树绿

水清的环境，我们周边居民都十分受益。”

南部廊道项目的实施，是云南省洱海流域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以下简称

“洱海山水工程”）的一个缩影。洱海山水工程将洱

海流域划分为6个保护修复单元，部署了环湖生态

绿廊修复提升工程、湖泊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等6

大类重点工程，共布局28个子项目，自2023年2月

正式启动，预计通过3年保护修复工程实施，完成保

护修复面积42859.58公顷。目前，已有5个子项目

完成主体工程建设，截至2024年6月底，累计完成

生态保护修复面积3.8万公顷，包括矿山、湿地、林

地、水生植被、退化草地修复等，促进洱海流域从

“一湖之治”转向“全域之治、系统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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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4日从省自然资源厅获悉，目前，全省共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11.35万平方千米，占云南省国土

总面积的29.61%。其中文山、大理、丽江、怒江、迪庆

等滇西北生态功能极重要区和滇东南生态极敏感脆弱

区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辖区总面积比例达40%以上。

全省超过90%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生长地、80%的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栖息地和迁徙通道被划入生态保

护红线。

云南 2018年发布了首版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

果。此后，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于2021年完成生态保

护红线评估调整工作，形成封库数据成果，并在此基础

上按照“三区三线”划定规则，于2022年进行局部调

整，进一步完善形成最终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

基于划定成果，云南组建专业技术团队开展生态保

护红线勘界定标专项研究，并选取保山市隆阳区芒宽乡

开展试点。试点地区位于云南省“三屏两带六廊多点”生

态安全格局中“青藏高原南缘滇西北高山峡谷生态屏障”

和“澜沧江干热河谷地带”交会重要节点，共划定生态保

护红线面积 322.57 平方千米，占辖区总面积的

59.72%。按照生态保护红线空间管控要求和试点工作

方案，试点地区对已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边界进行实地

勘查、测绘，核准拐点坐标，设立统一规范的界桩838个

（其中虚拟界桩671个，实体界桩167个）和标识牌15

个。在各级各部门上下联动、分工协作下，试点地区扎实

完成了实体界桩和标识牌的埋设工作，为优化完善生态

保护红线管理机制提供试点实践经验，推动“红线”落实

落地、“红线”管控走深走实。 本报记者 张勇

古树名木被誉为“绿色的国宝”“有生命的文

物”，是森林资源的瑰宝，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生

态、科学和景观价值。近年来，保山市隆阳区扎实

开展古树名木保护工作。

据统计，截至目前，隆阳区共计为3269株名木

古树实施挂牌保护。为了保护这些古树，隆阳区加

大宣传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爱护古树的宣传活

动，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自觉保护古树名木。同

时，林草部门统筹乡镇护林员进行日常巡护，村级

制定村规民约进行保护。

“隆阳区于2018年7月底完成了区内的古树名

木普查工作，并实行挂牌保护。”隆阳区林草局野生

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地管理股股长王笑峰说：“每一

个挂牌保护的牌子上都有古树的名称、科属、年龄、

胸径、冠幅等资料，其中，一级古树名木保护牌上有

二维码，可以通过扫码来获取古树的信息。”

得益于古树保护，如今隆阳区潞江镇丙闷村的

古榕树群成为潞江坝的一景，很多游客慕名而来，

榕树群已成为游客来潞江坝旅游时必到的打卡

地。今年以来，丙闷村榕树群平日里每天接待游客

在百人左右，节假日高峰期达到上千人，不仅促进

了当地农产品、土特产、水果的销售，村民还得到实

惠，增加了经济收入。

本报记者 崔敏
通讯员 寸喜梅 金润 赵瑞冬 摄影报道

对3269株古树挂牌保护

隆阳

初秋时节，丽江市华坪县城区遍布各处的“口袋

公园”为居民提供了开放共享、便捷舒适的活动空间，

成为群众纳凉、健身、休闲、娱乐的好去处。青翠的树

木、绚丽的花卉，细微之处彰显着城市品质的提升。

近年来，华坪县以“增绿提质”为主线，聚焦“宜

居、创新、智慧、绿色、人文”等要素，围绕鲤鱼河绿

色生态廊道建设，科学利用好城市闲置土地、道路

节点、街头边角等城市“剩余空间”，以“见缝插绿”

的方式开展植绿、增绿、护绿、补绿，逐步推进“社区

公园”“街头绿地”等贴近居民的“口袋公园”绿地建

设，扮靓城市“方寸之美”，提升城市“颜值”，切实增

强群众的幸福感。

位于华坪县中心镇十字街南街的绿地原是一

块空地，去年以来，华坪县对地块进行了地面铺装、

绿化种植、灯光亮化，设置了休闲坐凳、健身设施，

将“边角地”打造成休闲娱乐区，使市民就近享有

“小而精，小而美”的公共活动空间。

2022年以来，华坪县完成了康桥别苑、红河谷

庄园、慧明盛城、芒果公园等项目建设，新增城市绿

地面积约8.91万平方米。目前，全县公园、广场绿

地达到14个，共有公园绿地59.77万平方米，公园

绿化活动服务半径覆盖率达95.34%，市民步行500

米就能步入绿地空间，形成了布局合理、设施完善、

特色各异、休闲与避灾结合的公园绿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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