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Ⅱ级保护野生动物、近危
（NT）。

体小而色彩艳丽的鸭科动
物。雄鸟有醒目的白色眉纹、金色
颈、背部长羽以及拢翼后可直立的
独特的棕黄色炫耀性“帆状饰
羽”。雌鸟不甚艳丽，体羽为亮灰
色、雅致的白色眼圈及眼后线。雄
鸟的非婚羽似雌鸟，但嘴为红色。
雌鸟嘴为灰色，脚近黄色。

2014年1月15日摄于鹤庆新
华龙潭。

［张 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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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学禹） 自
河长制工作启动以来，云龙县严格
按照省州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工
作的部署安排，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
发展理念，锁定目标任务，采取切
实有效的措施，深入落实河长制任
务，确保水清岸绿。

全面完成 2017 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目标任务，年内全县用水总量
为 0.7487 亿立方米，控制在 1.2448
亿立方米目标以内；用水效率显著
提升，万元GDP用水量为140立方
米，下降17.2%，万元工业增加值用
水 量 45.33 立 方 米 ，下 降 率 达
25.1%，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为 0.522；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
按双因子评价法，列入州级考核的
6 个水功能区水质均达到考核标
准，2017年云龙县水功能区重要饮
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对
天池每月开展 1 次水质监测，2017
年，天池水质综合评定为Ⅱ类水
质，达到集中式饮用水源和水功能
区划要求；将“世界水日”“中国水
周”系列宣传与“三下乡”活动有机
结合，加强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
节水氛围。

组织开展河湖库渠管理和保
护范围内违法建筑及非法种植作
物整治，着手制定《云龙县河道
采砂规划》和《云龙县河道采砂
管理办法》；完成县城重要饮用
水源地天池水库保护区划定，制
定了《县人民政府关于县城饮用
水水源地安全环境问题的整改方
案》；划定保护区或保护范围 48
处，宣传政策法规和信息化建设
48 次，设置界桩 192 个，宣传警示
牌 96 个。

全面开展第二次污染源普查，
对全县纳入普查范围的污染源开
展实地核查工作，已完成工矿企业
及产业活动单位305家、集中式污染

处理设施 16家、入河排污口 7家的
普查工作，完成规模养殖场数据核
查和数据上传工作；完成畜禽禁养
区划定和禁养区内部分养殖场的关
闭、搬迁工作，完成耕地质量等级调
查评价土壤样品采集任务；全面开
展病死动物规范无害化处理宣传活
动，积极推广农药替代技术应用，建
立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建立了
突发性水污染事件通报制度，常态
化开展“三清洁”工作；实施草原禁
牧19.63万亩、草畜平衡131.9万亩，
投入 2160 万元资金完成退耕还林
2.3 万 亩 、陡 坡 地 生 态 治 理 工 程
4000亩。

投入 65.513 万元资金，出动
1848 人次、机械 336 架次对重点河
道进行了集中清理整治，清理垃圾
1846.79 吨，组织开展违法整治 49
次，“河长清河行动”成效明显；完
成全县 11 个乡镇集镇污水项目初
步设计方案编制工作，完成部分乡
镇垃圾热解焚烧处理站建设前期
准备工作；在部分生产生活直排面
源污染较为突出的乡镇村组开展
多塘净化、湿地净化、小型分户污
水处理等措施试点，逐步有效解决
乡村“两污”问题。

实施了天池湿地工程、漕涧河
道治理、山洪沟治理、生态景观河
道建设等工程，重点实施了沘江河
道治理和沘江重金属污染清淤工
程，不断推进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
复；强化对小水电站的日常监管，
保证河道生态基流。

成立了 5 个专项整治工作组，
在全县范围内启动非煤矿山专项
整治工作，从 2018 年 6 月 12 日开
始，分调查摸底、集中整治、巩固提
升和“回头看”总结四个阶段开展
专项整治工作，目前调查摸底阶段
工作已基本结束，全县所有非法采
砂采石厂（点）已全部关停，已转入
集中整治阶段。

云龙落实河长制
确保水清岸绿

本报讯（通讯员 杨宋） 今年
10月起，弥渡县在 8 个乡镇、50 多
个村委会，监测 89.79 万亩松林，
普查 7.63 万亩松林，目前已完成
2018 年秋季松材线虫病普查工
作，辖区内未发现松材线虫病，严
密防控林业有害生物，确保森林
资源安全。

松材线虫病又称松树萎蔫病，
是松树的一种毁灭性流行病，具有

致病力强、寄主死亡速度快、传播
快的特点，一旦发生治理难度极
大。今年秋季，弥渡县采取踏查和
详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辖区内的松
林进行松材线虫病全面监测和普
查，重点对枯死、枯黄的松树现场
取样调查，并查明分布地点、树种、
面积、株数、危害情况等，做到监测
全覆盖、普查无盲区，保障了境内
华山松和云南松的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张至松） 近
年来，南涧县按照脱贫攻坚“五个
一批”的要求，结合林业行业实际，
着力实施生态护林员项目和整合
天保及公益林资金，聘请建档立卡
贫困户为公益生态护林员，助力脱
贫攻坚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了解，该县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护林员共分为两类：一类是利用
中央财政扶贫资金聘请的，另一类
是整合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管护资金聘请的。这些护林员人
均每月补助 750 元，即每人每年
9000元，必须是通过大数据平台查

询后的在册贫困人口。另外还有
涉及中央、省、县生态公益资金补
偿的在册建档贫困户8852户，涉及
22.126万亩，每年每亩兑现10元。

在2016年以来的三年间，全县
共兑现到贫困户资金 941.88万元。
其中，一是涉及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涉建档立卡贫困户 8852户，22.126
万亩，补偿资金 221.26万元。二是
建档立卡护林员309户309人，兑现
资金 278.1 万元。其中，2016 年 32
户 32 人 32.4 万元、2017 年 140 户
140 人 126 万元、2018 年 133 户 133
人119.7万元。

11月6日，祥云县下庄镇部分干部职工及金旦村委会班子成员在清理垃圾。
当天，以“干群合力大行动·清洁家园我当先”为主题的“三清洁”环境卫

生集中整治活动在金旦河流域进行。50多名志愿者参与了当天的整治行
动，共清理各种污染物3余吨。 ［通讯员 左绍常 摄］

● 即日起，吉林省生态

环境厅机构与市场监督部门
联合对省内环境监测、检测机
构开展质量管理专项检查，检
查为期一个月，将严厉打击数
据弄虚作假行为。

环境监测是实施环境管
理与决策的基本依据。据了
解，吉林省此次检查将仔细检
验各监测机构的实际准确度、
精确度，全面排查其是否按标
准规范监测，是否出具虚假报
告或任意编造改动数据，是否
超出资质范围出具监测报告
等突出问题。

吉林省将对检查中发现
问题的环境监测机构、社会环
境检测机构予以通报批评，并
视情况进行约谈，同时向全省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对
检查中发现伪造数据的，将进
行立案查处，涉嫌违法犯罪行
为的移交公安、司法部门严肃
查处。

● 据江西省财政厅介

绍，江西自2015年11月开展流
域生态补偿以来，共筹集分配流
域生态补偿资金47.81亿元，有
效提升江西各县（市、区）生态
保护、水环境治理、森林质量提
升等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保护
者受益、受益者补偿”。

据了解，江西按照建立生
态补偿长效机制的要求，明确
资金筹集标准、分配方法、使用
范围、管理职责分工等，实现流
域生态补偿资金筹措与分配的
规范化、透明化和公平公正。

与此同时，江西还完善考
核办法，公布了水环境质量、
森林生态质量、水资源管理和
水综合治理等方面生态补偿
考核因素的具体评分办法，建
立了流域生态补偿资金考核
分配机制，进一步调动各地保
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弥渡完成
秋季松材线虫病普查工作

南涧生态护林员项目
助力脱贫攻坚

湖南省常德市近日获评全球
首批“国际湿地城市”称号，西洞
庭湖的渔民们为此感到光彩。这
些原来电鱼、毒鸟的“破坏者”很
多都加入了民间环保组织，不仅
回归传统的“撒网打鱼”方式，还
自发捡拾垃圾、守护候鸟，成了湿
地的“保护者”。

汉寿县西洞庭湖湿地保护协
会现有成员380多人，大多是当地
渔民。现在，会长刘克欢每天都
起早到湖边查看有无垃圾，每隔
几天带人驾船到湖中清理。

可几年前，周边渔民们忙的
是晚上用电打鱼，甚至有团伙毒
杀候鸟。他们还在湖里扎桩布
网，广设“迷魂阵”，让鱼群只能进
不能出，湖里的鱼越打越少，个头
也越来越小。

刘克欢等一批渔民还圈湖围
网，养殖螃蟹，大批螃蟹“吃垮”了
湖底的生态，投喂饲料也使得水
质污浊。

2010 年，西洞庭湖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局长梅碧球决定着手整

顿西洞庭生态环境。整顿从拆除
圈养螃蟹的围网开始。

然而，当时刘克欢因不善营
销，养殖螃蟹亏损惨重，正想着多
养几年，赚钱回本。当梅碧球等人
来宣传“拆围还湖”时，刘克欢“心
里接受不了”，最冲动的时候甚至
扬言，“谁敢拆我的网，我就打谁!”

可日子久了，刘克欢数次目
睹梅碧球等人在拆除围网时被渔
民推搡、谩骂却毫不退缩，不舍昼
夜地工作。刘克欢逐渐被感动，
认识到“如果养育我们的西洞庭
环境好了，不仅对自己有好处，后
代们的好处更多”。

梅碧球说，过去渔民们采取
灭绝性的“电打鱼”方式，湖里面
的鱼越来越少，渔民收入不高。
通过整治，鱼越来越多，体积越来
越大，渔民收入也相应提高。“他
们还自发支持保护区工作，加入
保护协会，投身公益活动。”

刘克欢正是如此，他形容自
己是“从对抗到接受，再到主动加
入保护队伍”。2015年 7月，西洞

庭湖湿地保护协会成立，刘克欢
带头加入。去年夏天，刘克欢姐
夫布下了捕鱼“迷魂阵”，想大赚
一笔。刘克欢劝说无果，就自己
雇人拆除。

一次，刘克欢和其他成员巡
湖，由于夜深雾大，加上柴油机故
障，船被搁浅，他们顶着寒风光脚
下水推船到值班点；他们也曾在
候鸟守护站值班的晚上，通过远
程望远镜发现在天鹅聚集区有人
员活动，冒着雨夹雪，开船到对岸
保护天鹅，差点深陷沼泽……

“现在西洞庭水好了、鱼多
了，候鸟都提前回来过冬了，我工
作的动力越来越足。”刘克欢告诉
记者，今年他还当选为首批洞庭
湖民间湖长。

梅碧球介绍，近几年，西洞庭
湖保护区内鸟类物种记录新增了
12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增加了2
种，鱼类物种记录新增 2种，洄游
性鱼类种群数量明显增多，去年在
保护区越冬的水鸟超过3万只。
［据新华社电 记者 高文成 袁汝婷］

过去电鱼毒鸟 现在带头保护
——西洞庭渔民守护湿地的故事

位于大理市喜洲镇仁里邑
村的大理好山水农业种植公司
的绿色生态观光花卉基地一
角。（摄于10月24日）

近年来，为解决洱海周边
农田农地长期存在的农业生产
面源污染问题，大理市喜洲镇
仁里邑村借力全面推进洱海保
护治理东风，发展乡村生态旅
游产业。如今，生态观光花卉
基地初见规模，成为洱海边又
一休闲好去处。

［通讯员 周应良 摄］

● 福建省日前确定在

全省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将推动各级各有关部门
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监管
职责，严格追究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者责任，治理修复受损生
态环境。

根据《福建省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福建将以生态环境损害者承
担应有责任为核心，以及时修
复受损生态环境为重点，同时
结合福建省情，在赔偿范围、职
责分工、实施程序等方面进行
细化和创新，增强可操作性。

在赔偿适用范围方面，除
中央规定情形外，福建还增加
了陆域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
发生的损害事件，以及直接造
成区域环境质量等级下降或
耕地、林地、绿地、湿地、饮用
水水源地等功能性退化的损
害事件等两类情形。

据介绍，2016年起福建主
动探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试
点改革，并研究制定了通则和
大气、地表水、土壤、森林等方
面的鉴定评估技术规范，逐步
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技术体系，为本次全面试行夯
实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