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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记者 陈应国 文/图

近年来，祥云县在加速湿地建设
进程中，建管结合，多措并举，加大投
入力度，加强宣传工作，进一步加快湿
地建设步伐，先后投入资金 200 余万
元，建成人工湿地 200多亩，使生态多
样性和湿地功能凸显，留住了美丽乡
愁，有效改善了水库区域环境和水质，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
目标。

通过积极开展保护与建设，截至目
前，祥云县有河流湿地 750.91公顷，湖
泊湿地 708.39 公顷。其中，库塘湿地
达 1885.04 公顷，运河、输水河湿地
79.93 公顷。针对湿地是有着多功能
和富有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祥云
县坚持“生态立县”的发展思路，进一
步加快生态湿地项目建设，先后投入
资金260多万元，相继在县城和城川坝
生活生产用水源头的小官村水库和青
海湖水库建成两片湿地系统，并逐渐

成为水库的源头区域，渐渐成了当地
水生或湿生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湿地
生态系统之一。

其中，积极整合现有资源，投入资
金 110.52 万元，在对村内池塘进行整
理的同时，还对 9 个水塘进行生态治
理，在青海湖畔的水涨地村打造出生
态湿地公园，使当地人工湿地面积达
到 100 多亩；投入资金 150 余万元，在
小官村水库上游建成连片的人工湿地
100 多亩。“栽上梧桐树，引来金凤
凰”，众多种类的珍稀植物和动物在
这两片湿地生存繁衍，两片湿地成了
祥云城川坝、象鼻水源林流域和中河
流域的重要湿地生态区，在当地有着
极其重要的科研和保护价值。

近日，为不断巩固取得的成果，祥
云县以开展“世界湿地日”宣传活动为
契机，组织林业、森林公安、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等部门进行联合行动执法，
依法对破坏湿地、非法猎捕野生动物
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联合行动

小组对县境内 320国道沿线及青海湖
周边的饭店、餐馆进行突击检查，查获
国家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野鸭类死体
24只，并进行集中销毁，由森林公安机
关依法对两家餐馆进行处罚。此次联
合行动对保护湿地、保护野生动物资
源起到了警示作用，进一步提高了社
会公众对湿地和陆生野生动物资源重
要性的认识，为推进湿地保护工作营
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祥云县在加速湿地建设的同时，
切实加大湿地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力
度，改变湿地库区上游群众的生产生活
习惯，减少面源污染，用工程治理和生
物治理的方法，建设水库湿地，净化水
源。同时，把开展“三清洁”活动作为净
化湿地环境的长效机制，组织力量及时
清除水库湿地及周边区域的各种垃圾，
教育群众养成文明的生活习惯，制止垃
圾随意堆放，湿地保护取得初步成效。
漫步在湿地周边，清风拂面，碧波微漾，
水天一色，景色如诗如画。

外地客商到弥渡县大庄村收购蚕豆。
近年来，弥渡县借助国家鲜食豆产业体系项目和鲜食豆良种的试验示范推

广，在寅街镇大庄、高营、东风3个村委会实施鲜食冬早蚕豆产业体系项目3亩，
每亩产量达1.2吨，给当地群众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特约摄影师 李武华 摄）

本报讯（通讯员 董姗姗）近年来，
云龙县坚持生态立县、环境优先战
略，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大力提倡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生态文明建设卓
有成效。

云龙县将突出生态优先，建设“美
丽”、“绿色”纳入全县发展规划，在成立
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生态县建设领导
组的基础上扎实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完成《大理州云龙生态县建设规划》、

《云龙县县城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云
南省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云龙
县县城饮用水水源地森林保护规划》等
一系列规划编制，制定下发了《云龙县生
态县建设实施意见》等指导性文件，形成
县乡分级管理，部门相互配合，上下联动
的创建工作机制，加强对生态创建与环
境污染综合整治的指导引领。

云龙县实施了退耕还林、天保工

程、红豆杉人工种植和公益林建设等工
程，大力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全县森林
覆盖率达 64.8%。对天然林、水源林等
实行了封山育林，加大对乱砍滥伐、毁
林开荒、偷拉盗运等破坏生态行为的行
政执法力度。森林蓄积量稳中有升，森
林质量明显提高。大力推广电磁炉、沼
气池、节能灶、太阳能等，减少了薪柴砍
伐，有效保护生态。抓好滇金丝猴等珍
稀动物的保护和云南松种质资源、天池
等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天池自然保护
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1000
亩云南滇西地区珍稀濒危植物迁地保
护基地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
显著进展。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走特色产业发
展道路，充分依托富有云龙特色的资源
禀赋，诺邓火腿、云龙绿茶、麦地湾梨、
金银花等云龙高原特色农业品牌打造
取得显著成绩，生态产业生产水平和效

益明显提升。目前，全县种植核桃 130
万亩，产值 12亿元；种植麦地湾梨 4万
亩，产值 8000万元；全县生态茶园面积
达 3.1 万亩，年产值 8700 万元，建成 13
个加工所，其中 6 个精制所；全县中药
材种植面积近 10 万亩，种植金银花
19737亩，中药材产值6600万元。

中央投资 1400万元的沘江流域重
金属污染综合整治——沘江水污染防
治河道清淤一期、二期工程完成竣工
验收，投资 1100 万元的三期工程完成
投资 759 万元。完成投资 2495.8 万元
的县城垃圾处理厂和投资 4833.88 万
元的县城污水处理厂建成并投入运
行。同时，扎实推进新增配套污水管
网建设，总投资 3000 万元的 25.3 公里
污水管网工程全面完工，完成大西坡、
气象村、锁里场等多个节点的污水管
网连通工作，全县污水配套管网达
43.9公里。

本报讯（通讯员 周应良） 2015年
以来，大理市按照建设 6万亩绿色农产
品生产基地的总体目标要求，结合全市
蔬菜生产实际，科学布局、统筹规划，制
定规程、强化培训，严把标准、核心示
范，着力打造万亩绿色蔬菜生产基地。

为降低蔬菜生产形成的农业面源污
染，切实保护美丽洱海，农业部门科学规
划，合理布局绿色蔬菜生产，在充分调查
分析的基础上，把万亩绿色蔬菜种植基
地重点布局在大理、下关两镇的大丽路
以东片区，这一片区既是全市蔬菜主产
区，又是洱海地表主径流区，对该片区蔬

菜生产中化肥农药施用量的控制，特别
是对减少化肥农药流入洱海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为此，大理市对万亩绿色蔬
菜种植布局进行了统一规划，项目实施
范围覆盖了大庄、下兑、阳合等10个行政
村的常年菜地，涉及70个村民小组4987
户农户。

同时，参照国家绿色农产品生产
的相关标准，制定了《大理市绿色蔬菜
生产技术规程》，对蔬菜种植的产地环
境、肥料农药应用、病虫草害防治等方
面进行了明确规定和要求，并针对全市
十一种主栽菜种制定了具体的技术规

程，贯穿增施有机肥、减少氮磷化肥施
用量、提倡人工薅除、减少除草剂应用、
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杜绝剧毒高
残留农药在蔬菜生产中应用等控制和
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的主推技术措施，为
项目实施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以

《大理市绿色蔬菜种植技术规程》为教
材，在万亩绿色蔬菜种植区对镇、村农
科人员、蔬菜专业合作社人员以及菜农
进行了大规模的绿色蔬菜生产技术培
训，项目实施期间共举办专题培训 6个
班次、培训菜农 1100人次，发放培训资
料1000册。

本报讯（通讯员 张炳全 辛文才）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向鹤庆县白族医
师杨万泉研制的抗癌扶正散发出“授予
发明专利权通知书”。

杨万泉将传统医学理论与现代医
学理论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经过多
年探索，研制出纯天然中草药“抗癌扶
正散”。

此药物先后获得国际优秀科技
成果奖、中华名医高新科研成果领先
荣誉金奖、优秀成果金杯奖等国内外
奖项。

“十二五”期间，南涧县建成农
村户用沼气620口、节柴灶4643眼、
太阳能热水器1689户，沼气示范村
6个，太阳能示范村11个，柴改煤电
气示范村 8 个，成立农村沼气服务
队5支。

通过实施农村能源建设，调整
农村能源结构，全县每年节省森林
资源1.1万吨、节电6.2万度、节约劳
动力4.7万余个，有效保护了林草植
被，减少了森林资源的低价值消耗，
巩固了林业生态建设成果，全县森
林覆盖率达63%。

（通讯员 左先勋）

据了解，“十二五”以来，宾川县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
方针，以创建“公共植保”和“绿色植
保”为目标，全县统防统治和绿色防
控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截至2015年底，全县开展农作
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50万亩次，
示范推广杀虫灯2500余盏，有效控
制害虫面积11万余亩，年节本增效
1500万元；示范推广色板诱虫技术
3 万余亩、性诱剂杀虫技术 1.5 万
亩，投放诱捕器 4000 个、诱芯 1 万
支，年节本增效300万元；示范推广
葡萄单幅连棚降密提质促早熟技术
1万余亩，年节本增效2000余万元，
水果套袋控病示范50余万亩次；推
广自压滴灌技术18万亩，年节本增
效2.8亿元；试验示范葡萄根域限制
栽培新技术 200 亩，新建柑桔无病
良种苗木繁育基地 100 亩；全县绿
色防控科技措施推广率逐年增加，
农业科技入户率达 95%以上，主要
农产品农药残留合格率达 99%以
上，科技进步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
贡献率达48.5%。

（特约记者 张义红）

祥云加速湿地建设 留住美丽乡愁

绿色家园>>>

大理市着力打造万亩绿色蔬菜生产基地

云龙有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鹤庆白族医师杨万泉抗癌药物获国家专利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近期的评估，
本次厄尔尼诺现象的高峰已过，预
计未来数月将减弱。不过，美国政府
气象部门近日发布一份正式预警称，
今年下半年很可能又要迎来拉尼娜
现象。

厄尔尼诺现象是太平洋赤道海域
水温异常升高引起的一种异常气候现
象，往往带来干旱、洪水等灾害。拉尼
娜现象则与之相反，这部分海水温度
异常降低。这两种现象都与全球气候
有密切联系，可能导致极端天气出现
的几率增加。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
属“气候预测中心”近日在预警报告
中说，目前太平洋赤道海域水温已
经逐渐减退，海水温度下降趋势愈
加明显。该中心预报师勒赫对媒体
说，“我们已经在该海域观察到某些
强烈的变化，因此才决定发布（拉尼
娜）预警”。

根据预警，今年 7月至 9月间出现
拉尼娜的概率为 60%，到今年冬季时，

概率更是上升至70%。美“气候预测中
心”称，如果真的出现拉尼娜，也与历
史趋势相一致，即强厄尔尼诺现象出
现后往往会伴随出现拉尼娜现象。

勒赫解释说，强厄尔尼诺现象的
一个特点是跳转非常迅速，如果随
后要形成拉尼娜现象，会形成得非
常快。

通常，拉尼娜的危害会弱于厄尔
尼诺。据美“气候预测中心”分析，一
旦拉尼娜现象形成，那么今冬美国北
部冬季将比往年更冷、南部更加干热，
印度季风更强，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
亚、巴西等国将面临更多降水。

澳大利亚气象局也在本月发布了
有关拉尼娜现象的预警。印度气象部
门最近也预报说，印度今年雨季的降
水量将明显高于平均值。

世界气象组织2月曾发布公报说，
去年至今年厄尔尼诺的强度是有记录
以来最强之一，给各大洲带来了极端
天气，并助推了全球创纪录的高温。

（据新华社电）

观天象>>>

厄尔尼诺尚未走
拉尼娜可能要来

南涧农村能源建设

年节省森林资源

1.1万吨

宾川农业科技入户率达

95％以上

①①

②②

③③

① 青海湖生态湿地公园美景。

② 绿树成荫的小官村水库人工湿地。

③ 楚场河流域人工湿地里生长茂盛的水生植物。

电池在我们的生活中已无处不
在：手机、平板电脑、电子书、遥控
器、智能手表、电动汽车……作为新
工业革命的一种支撑性技术，小小
电池的技术进步，也会撬动全球能
源的大格局，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更
是方方面面。

近日，以能源研究著称的美国
阿尔贡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员陆俊对
此进行了解答。

问：手机电池与电动车电池是
一回事吗？

答：电池用在哪个方面，是电池
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不是想用在哪
就可以用哪。它其实分为车用、消费
电子产品用、储能用几种，每一种的
性能和成本要求都不一样。例如现
在手机用的锂离子电池，它的正极
材料一般是锂钴氧化物，也称钴酸
锂。这种材料很贵，不太适合用到
电动车上，所以现在电动车用的电
池材料多是以镍基、铁基或锰基为
主的过渡金属氧化物，比如锰酸锂。

问：如何让电动车电池快充电？
答：充电速度一直是电动车发

展的瓶颈之一。充电分为快充和慢
充。在充电桩快充一次一般需要一
小时，但只能充入不到 80%的电
量。要想电量“满格”，需要慢充，一
般要6到7个小时。

人们对快充的需求最大。但快
充首先取决于电池材料，因为快充
需要的电流比较大，对电池材料的
要求高，不是所有材料都适合快
充。适合快充的电池材料主要是锰
酸锂与钛酸锂。钛酸锂的电池一般
充电速度比较快。

未来的技术可以进一步缩短快
充的时间，同时增大电动车的续航
的里程。锂空气电池技术目前普遍
被看好，有关技术未来几年一旦成
熟，有可能改变充电的概念。当电
池电量不足时，人们只需要更换电
极材料，不再需要充电，更不需要长
时间等待。

问：如何解决手机待机时间短
的问题？

答：目前手机使用的主要还是
锂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性能提高
的空间还是有的，能量密度估计最
多还可提高 1 倍，但肯定不及下一
代锂电池那么大。未来的 5 到 10
年，锂离子电池仍会主导手机电池
市场，而下一代锂电池要商业化还
有距离。

（据新华社电）

有关电池的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