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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 尚伟） 近年来，我州
大力实施林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五年来，
州级以上林业投入累计达 27.85 亿元，完成
营造林 275.75 万亩，义务植树 5193.84 万
株，较“十一五”增长 15.4%；森林覆盖率
由“十一五”的58.21%提高到60.27%、提高
了2个百分点，森林蓄积量由8637万立方米
增加到 1亿立方米、增长 15%，林业总产值
从 45 亿元增加到 160 亿元、增长 3.5 倍，实
现了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并重、生态改善与
林农获益双赢的重大转变，林业发展进入新
的阶段。

改革创新实现新突破。创造性地开展经
济林木（果）权证核发和抵押贷款、湿地资
源管理等各项改革，林业发展活力进一步增
强。全州共完成集体林确权 2687.65 万亩，
确权率 99.39％。壮大林农合作组织，成立
林农专业合作社 416个，其中省级示范社 47
个，加入合作社农户数 27239户，合作社经
营林业面积 111.25 万亩。办理经济林木

（果） 权证核发和抵押贷款登记 18.26万户，
抵押贷款11.1亿元，为全省林木权证改革提
供了经验。

生态建设取得新成效。实施森林管护
1468 万亩，完成公益林建设 58.5 万亩，退
耕还林荒山荒地造林 4万亩，新一轮退耕还
林 1.5 万亩，陡坡地生态治理 7 万亩，巩固
退耕还林成果林业项目种植业 54.57 万亩，
补植补造 11.94 万亩。完成全民义务植树
5193.84 万株，对 8840 多株古树名木进行建
档登记和挂牌保护，编印 《大理古树名
木》图册。

产业发展实现新跨越。大力发展核桃产
业，积极发展林下经济等林业新业态。全州
核桃种植面积 1015 万亩，产值 73.89 亿元。
林下资源开发200万亩，林下经济产值10.91
亿元。登记苗木经营企业 （户） 520户，年
产绿化、观赏苗木及花卉140.21万株，产值
6.5亿元。

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新进展。编制

《大 理 州 野 生 动 物 资 源 保 护 利 用 规 划
（2014-2025年）》。建成3个国家级和2个省
级监测站。新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个，建
成自然保护区29个、国家森林公园5个，保
护面积占全州国土总面积的6.8%。

湿地保护管理取得新进步。颁布实施了
《大理白族自治州湿地保护条例》，全州自然湿
地保护率达65%。“鹤庆县西草海社会公益型
湿地保护项目”成为全省首个社会团体参与的
公益型湿地保护示范项目。成立了大理州湿地
保护管理中心及3个县湿地保护管理机构。

资源保护管理取得新成就。全面推进法
治林业建设，全州共受理查处各类涉林案件
9269起，收回林地194.85公顷。全州年均发
生森林火灾32次，占省政府下达控制指标的
24.62%，年均受害森林 286.762 公顷，占省
政府下达控制指标的 21.64%，火灾次数比

“十一五”下降 5.8%；林业有害生物有效防
治面积 336.94万亩，防治率达 95%，种苗产
地检疫率100%，调运检疫率99%。

服务经济社会能力实现新提升。贯彻落
实促进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十条林业措
施，全州共审核上报使用林地项目 555 个，
保障了全州重大基础实施和民生项目用地需
求。开展林业生态治贫、产业扶贫、科技减
贫活动，累计投入林业扶贫资金 4.6 亿元。
实施洱海流域面山造林 4 万亩，森林管护
207万亩，湿地恢复建设 8000亩，洱海流域
裸露山体和石漠化治理试验示范200亩。

基础能力建设实现新提高。完成科技推
广20项，取得科技成果4项，获得科学技术
奖励 2项，核桃丰产栽培技术推广示范 7000
亩，示范带动 200万亩；科学抚育示范 8000
亩，示范带动辐射面积 300 万亩。选育出

“漾早香”等6个核桃新品种，制定3项地方
标准，完成 644个核桃种质资源采集和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大理漾濞核桃成功获批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通过审（认）定林木良种15
个，核桃造林良种使用率 100%，用材林造
林良种使用率达42%。

我州林业发展步入新阶段

本报讯（通讯员 陆向荣 文／图） 4 月 22 日上午，
巍山拱辰楼修复工程正式竣工。

始建于明代洪武二十三年的拱辰楼为明代蒙化府北门
城楼，是南诏古镇的标志性建筑，云南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2015年 1月 3日凌晨，拱辰楼发生火灾，拱辰楼城台
基座以上木结构部分被全部焚毁。火灾发生后，巍山县采
取积极补救措施，在省州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关心支持
下，实施了拱辰楼修复工程。

为充分顺应民心、集中民意，巍山县拱辰楼修复工作
指挥部及时组织召开征求意见会6次，发放6000余份民意调
查表，对修复工作广泛征求意见。全县70名县镇人大代表，
106名政协委员、1096名老干部联名向县委政府提出修复拱
辰楼的建议和提案，县政协向县人民政府提出修复拱辰楼的
建议案。指挥部依法召开了听证会，凝聚社会各界共识。

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巍山县及时向省州人民
政府请示拱辰楼修复工作事项，委托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负责拱辰楼城墙、城台修缮勘察设计工作，省文物局组
织专家对 《巍山县拱辰楼修缮及复原重建方案》 进行评
审，云南省公安消防总队会同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文
化厅就消防设计进行了专家评审，及时聘请预算中介公司
编制修复工程预算，拱辰楼修复工程预 （概） 算总投资
1650万元。

巍山县拱辰楼修复工作严格遵循文物修缮的相关规
定，本着“修旧如旧、恢复原貌”的修缮原则，坚持“最
小干预、不改变文物原状”。土建及木结构主体工程由巍
山县宏基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承建，云南城成建设监理
公司负责工程监理，2015年3月24日正式施工。工程范围
为复原重建城楼和东西廊房总建筑面积900平方米，修缮
城台、城门洞、马道1630平方米。今年3月31日，拱辰楼
修复工程通过云南省文物局验收，目前工程已全部完成备
案工作。

巍山县拱辰楼启动修复工作以来，受到广大群众及社
会各界爱心人士高度关注。截至2016年4月20日，累计接
收款物捐赠近500万元。

巍 山 拱 辰 楼
修复工程竣工

新修复的拱辰楼雄姿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丽琴） “这组雕塑太
生动了！让我想起了年轻时跟着栽秧、犁田的
情形。”“这就是乡愁啊！”近日，剑川县金龙河
公园游人络绎不绝，大家纷纷到农耕文化雕塑
旁观赏拍照，并发出阵阵感叹之声。

近年来，剑川县紧紧围绕建设“宜居环境
和生态山水园林县城”的目标，以创建省级园
林县城为载体，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坚
持“政府组织、全民参与、统筹规划、因地制
宜、以人为本、共建共享”的原则，大力实施
县城绿化、市政配套基础实施、园林绿化、路
网绿化、河滩绿化等景观建设，努力打造蓝天
碧水、街绿城美的生态县城。创建活动开展以
来，县城面貌大为改观，创建工作取得了明显
成效。

把创建工作作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一项战略性任务，纳入重点规划，成立了以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
小组，制定了《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和《考核
办法》。创园工作开展以来，共投入园林县城创
建资金约 2.48亿元；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
络等宣传媒介，倡导绿色生活理念，引导和激
励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城市园林绿化建设，
广泛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共植树 3600多棵，新
增绿化面积2.7万平方米，形成了全县上下参与
投入创园的良好局面。

强化规划引领，编制完成了剑川县城《绿
地现状调查报告》《古树名木保护规划》《湿地
资源保护规划》 等，对城市绿地、公园绿地、
园林景观和绿化树种等做了系统规划，根据地

形地貌和自然资源划定了城市绿地保护禁建
区，对城市公共绿地、道路线绿地、风景林地
等实行绿地禁建保护；狠抓绿化建设，投入
3389万元完成了国道 214 线、石宝山大道等 48
项绿化工程，城区绿地面积达 109.74公顷，绿
地率达33.25%，绿化覆盖率达38.5%；推进透绿
工程，成功创建了 13家省级“园林单位”、“园
林小区”，完成17家“园林单位”申报工作；抓
好公园、广场建设，目前已经建好和在建的
赵藩文化园、阿鹏文化广场、金龙河公园等大
小公园、广场 14 个，公园绿地面积达 19.45 公
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9.3平方米；加强生态防
护绿地建设，千狮山防护林、永丰河防护林、
金龙河防护林等防护绿地面积达 30.7 万公顷，
覆盖面积达 35.45 万平方米，人均防护面积达

11.3 平方米。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县城绿化亮
化美化工作稳步实施，县城面貌明显改善。

城镇化步伐加快，县城建成区面积增加到
3.3平方公里，“十二五”期间市政设施建设投
入资金超过2.3亿元。完成县城总规、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规划等编制；古旧民居建筑修复、县
城路网建设等已完工并投入使用，214线过城区
道路改造项目正进行招标，满贤林千台坡——
石将军森林消防隔离道路建设即将完工，县城
道路基本实现“五纵五横”的建设目标，县城
供水覆盖率和水质综合合格率达 100%，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和污水处理率分别达 95%和
90%；实施补种工程、亮光工程，共栽植各类大
小乔木 25600余棵、灌木 12000余株，县城路灯
和景观灯达3800多盏，城市景观焕然一新。

剑川县加快步伐创建省级园林县城

州国税局干部在大理古城“洋人街”向纳税人介绍营
改增政策。

今年4月是我国第25个税收宣传月，州国税、地税系
统利用“三月街”节日期间，在大理古城开展税收宣传活
动，向纳税人和古城的企业、商铺发放“营改增”宣传资
料。活动贴近百姓、关注民生，突出“聚焦营改增试点，
助力供给侧改革”的主题。

［记者 辛向东 通讯员 李娆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马咏梅 杨镇雄） 近
日，漾濞县档案局工作人员在对全县机构撤
并单位档案整理移交指导过程中，发现原畜
牧局下属单位草山饲料管理站存放着大量
1986年对全县草原资源调查时采集的植物标
本。这些植物标本，是当时全县草原资源调
查的重要成果，是研究本地草原资源的活档
案，有较大的保存和利用价值。

县档案局高度重视，及时召开专题会议，对
如何整理、保存等工作进行了大量分析研究，制
定了工作方案，指派业务骨干到草山饲料管理站
对破损的植物标本进行抢救保护，并对所有标本
进行了规范整理、编目、拍照，制成照片档案。

目前，800 多种 3737 份植物标本及 800
张照片档案已全部接收进馆保存，既保存了
全县草原资源活化石，又极大地充实了特色
馆藏实物档案。

漾 濞 县 为 3000 多 份
植物标本找到了“家”

□ 特约记者 杨福军 通讯员 李映春

在永平县水泄乡咱咧村有这么一对残
疾夫妇，他们把不幸当财富，相濡以沫，
向上行善，让一贫如洗的家庭焕发出勃勃
生机。

出生于1970 年的李映红，三岁那年因
一场高烧从一个聪明健康的小男孩变成了聋
哑人。在父亲的拉扯下，他逐渐长大并成为
一名犁田、耕地、接电、编制竹器的行家里
手。同村比他小两岁的施惠菊，也是三岁那
年因患上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残疾，在父
母夜以继日手把手地指点下，她慢慢练就了
一手编织竹器的绝活。

天长日久，两位“同林鸟”编制的各类
竹器从各自庭院走向集市，并在众多好心人

的撮合下相知、相识编织起了“爱巢”。
嫁入李家后，施惠菊成了一家之主。

白天，她陪着丈夫下地干活，晚上，她伴
着丈夫挑灯编制竹器。到了街天，李映红
赶着毛驴，驮着各式各样的簸箕、竹箩和
自己心爱的女人，摇摇摆摆地来到集市，
挣到一家人的柴米油盐钱和小姑子读大学
每月 200元的生活费。

1998 年，夫妇俩有了爱的结晶后，家
庭负担更加重了起来。为了养家糊口，只要
在房前屋后、山路两边，见到一个饮料瓶、
一块废铁、一块纸板，两人都会捡起来背回
家卖掉，一旦积攒到100元，就赶紧存到信
用社；寒冬腊月，村民们都去走亲串戚宰年
猪、参加热热闹闹的客事，但二人却赶着驴
子，驮上粪草往返在家与核桃林间。如今，

依靠年近6万元的收入，两人不仅将李家陈
旧的老房子翻修一新，还添置了各式各样的
家用电器，小日子越过越滋润。

李映红、施惠菊夫妇相敬如宾、孝顺
老人的事迹乡邻皆知。每天晚上，李映
红最先要做的活路就是倒热水，为施惠
菊 洗 脚 ； 施 惠 菊 一 年 四 季 的 “ 规 定 动
作”则是蹒跚着为一家人洗衣做饭，为老
公公搓身、揉背、喂饭。2013 年，86 岁的
老人因脑梗瘫痪在床，只要风和日丽，施
惠菊、李映红夫妇都将老人背到庭院里，
在温暖的阳光下，帮老人擦洗、换尿片。
由于照顾得好，直到老人去世，身上没有
一个褥疮，让前来帮助料理后事的父老乡
亲大为惊讶，纷纷说：“你们夫妻两个真的
了不起！”

“同林鸟”巧摘“贫困帽”
——记永平县水泄乡咱咧村残疾夫妇李映红、施惠菊

本报讯（特约记者 陈应国） 祥云县抢
抓节令，科学布局，超前谋划，采取有力措
施，不断创新大春生产工作思路和方法，抢收
抢种两手抓两手硬，迅速掀起大春生产高潮。

祥云县采取走访群众、实地调研、征求
意见等形式，结合当地实际，科学规划大春
生产布局，计划今年大春粮食播种面积28.1
万亩（其中水稻5万亩、包谷17万亩、其他
作物 6.1万亩），总产 15.29万吨，较上年增
1.3%以上。为夺取秋粮丰收，确保全年粮食
持续增长，全县各级一手抓脱贫攻坚，一手
抓春耕生产，积极做好大春生产物资、科技
培训等备耕春耕工作，切实加强以“两杂”
种子、化肥、农药为重点的农资市场监管，
按属地管理原则，认真做好农资市场的清理
检查，及时查处各种假冒伪劣、坑农害农事
件，确保农资质量，稳定农资价格，维护农
民利益。及早做好生产资料调运，就位常规
水稻种 25 万公斤、杂交包谷种 42.5 万公
斤，调运化肥 1.52 万吨、农药 1200 吨、农
膜500吨。

为在最佳节令完成大春作物移栽任务，
确保全年粮食生产目标全面完成，祥云县抢
抓节令，明确责任，规范工作纪律，在大春
生产期间，不召开与春耕生产的无关会议，
部门不得到基层进行与春耕生产无关的各类
检查、考评、评比等活动，农业、烟草、林
业、气象等涉农部门和扶贫部门层层建立和
完善挂钩帮扶脱贫和联系春耕生产责任制，
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工作到村，帮扶到
户，深入春耕生产一线，促使各项工作有序
推进。各乡镇和涉农部门全面投入到春耕生
产工作中，县农业部门组织 136名农技人员
深入挂钩联系村指导生产，认真组织抢收抢
种大小春作物。

祥云县抢抓节令
春耕生产掀高潮

本报讯（通讯员 吴洪彪 袁蕊） 近日，宾川县组织鸡
足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县运政管理所、鸡足山景区派出
所等相关单位开展景区非法营运行为专项整治。

为规范旅游秩序，保障安全有序的旅游营运环境，树
立鸡足山景区良好的旅游形象。宾川县于近日启动为期一
个月的集中专项整治，整治工作组在路口、节点、山门等
重要区域以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单，面对面讲解的方
式宣传非法营运和乘坐非法营运车辆危害性。依法查处非
法营运、超载、超速交通违法行为，整治一批无营运资
格、欺骗游客、手续不全、有重大安全隐患的车辆，打击
偷拉游客的行为。

鸡足山景区开展非法营运行为专项整治

剑川县金华镇文华村
群众正在移栽烤烟。

今年该镇种植烤烟
4180亩，连日来，该镇抓
住下雨之机，全面掀起烤
烟移栽高潮。预计4月底
该镇全面完成烤烟移栽。

［通讯员 欧庆海 摄］

4月26日，永平县龙
街镇烟 站 技 术 人 员 在
龙 街 镇 桂 新 村 烟 地
内 ， 对 烤 烟 大 田 预 整
地 、 移 栽 和 滴 灌 技 术
进行现场培训。

今年，永平县由政
府和烟草行业补贴 40 万
元，在全县计划推广实
施 烤 烟 滴 灌 面 积 2000
亩。通过示范推广滴灌
技术，为烤烟生产精细
化管理打下基础。
［特约摄影师 苏字承
通讯员 熊英 摄影报道］

（上接A1版） 活动小组的各位委员们
认为，大理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洱海保护
治理工作，在已经取得的成绩上，继续创新
工作方式，将海东开发与洱海保护工作有机
结合在一起，加大宣传动员力度，以更高的
标准、更严的要求、更有力的治理措施，扎
实开展洱海保护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
效，也创造了很多好的工作经验，值得全省
学习。希望大理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一定
要把洱海保护好”的殷切嘱托，在巩固好现
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加强重视，深化措
施，建立起长效机制，毫不松懈地抓好科学
截污治污，处理好洱海保护与旅游产业发展
的关系，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工作，成立
专家学者顾问团队，让专家学者为洱海保护
建言献策，进一步推动大理州洱海保护工作
取得新成绩。

座谈会上，杨承贤代表州政府汇报了
洱海保护治理工作的情况。

白成亮率省政协中共界别委员
活动小组到大理开展界别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