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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定不移走生态立市、绿色发展道路，把保护好

生态作为生存之基、发展之本，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架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

的桥梁，绝不走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

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普洱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云南省普洱市市委书记卫星

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拥有优越生
态环境和丰富自然资源的普洱市，在
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于云南省和全国平
均水平的情况下，坚持生态立市、绿色
发展战略，初步探索出边疆民族欠发
达地区立足自身优势发展绿色经济、
加快现代化步伐的新路子。

自 2013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批准普
洱市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以
来，国家和云南省在生态和环境保护
等方面给予了普洱市更多政策支持。
普洱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始终坚守
生态底线，立足实际用活用好政策，努
力让良好生态环境真正成为经济社会
科学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绿色经济发展体制机制逐
步建立

“十二五”期间，为进一步明确“生
态立市、绿色发展”的战略，普洱市提
出了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的
战略构想，全市形成了走绿色发展道
路的共识。

近几年来，普洱市依托自然资源
和生态环境优势，初步形成了特色生
物产业、清洁能源、现代林产业、休闲
度假四大产业集群。全市生态建设和
环境保护得到强化，绿色经济发展体
制机制逐步建立。

2013 年，云南省《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提出推动普洱市建设国家绿
色 经 济 试 验 示 范 区 工 作 。 2013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复函云南省政府，同意
普洱市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
区。

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必
须着力保护好绿水青山，在生态和环
境保护政策上，国家和云南省给予了
普洱市大力支持。

2014 年国家发改委批准的《普洱

市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发展规
划》中明确了以下政策：优先支持普洱市
创建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
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对普洱的支持力
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高国家生态公
益林补偿标准；优先支持普洱市开展低
碳试点市建设。支持普洱开展碳排放权
交易配套政策研究，探索建立碳排放权
配额制度。

2015 年 4 月出台的《云南省人民政
府支持普洱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
区的若干政策》，首先提出支持的生态和
环境保护政策。

一是支持试验示范区实施生物多样
性保护、天然林资源保护、天然草原保
护、坡耕地治理、退耕还林还草、湿地恢
复、水土流失治理等生态工程。支持试
验示范区与毗邻国家在生态和环境保护
领域交流合作。

二是支持试验示范区探索建立自然
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建
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
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创新生态环境保
护 管 理 体 制 ，推 行 环 境 污 染 第 三 方 治
理。指导试验示范区建立餐厨废弃物、
建筑废弃物收费制度。

三是支持试验示范区建立绿色经济
评价指标体系及考评办法，探索把资源
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绿色经
济发展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
合考评。

四是支持试验示范区开展碳排放权
交易配套政策研究，探索建立碳排放总

量 控 制 和 配 额 制 度 ，开 展 碳 汇 交 易 试
点。指导普洱市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创建
工作。支持普洱市申报国家节能减排财
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

明确责任，努力实现政策红利
最大化

在推进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建
设中，历届普洱市委、市政府都十分注重
依托当地生态、资源等优势，用好用活国
家、云南省给予普洱的有关政策，努力实
现政策红利最大化。

2015 年 8 月 10 日，普洱市政府印发
了《关于落实国家和省级支持普洱市建
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相关政策责
任分解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在每一条政策后面都明确了具体责任部
门。如中央预算内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专项资金和投资优先支持普洱市建设国
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的相关项目，牵
头单位是市发改委，配合单位是市财政
局、市环保局、市工信委、市住建局、市水
务局。

普 洱 市 市 长 杨 照 辉 在 2015 年 8 月
20 日普洱市政府召开的建设国家绿色
经济试验示范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为
更好地推进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建
设，一定要认真研究落实国家和云南省
支持普洱市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
区的各项政策，将支持政策逐一化为具
体办法，吃透用足，确保政策红利最大
化，进一步推动普洱市试验示范区建设

工作。要把各项支持政策的落实主体明
确到市政府分管领导和相关责任部门，
积极向上争取，强化跟踪督察，确保支持
政策尽快落实到位。

目前，普洱市各市级责任部门和各
县（区）政府都在积极主动加强与国家和
云南省级对口部门的衔接汇报，在政策
细化、政策衔接、政策落实、政策创新上
下功夫，充分发挥政策效应，争取各类重
大项目进入国家和云南省的相关规划计
划，确保政策落实、项目落地，转化为生
产力，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出台方案，示范区建设提速

目前，普洱市森林覆盖率达 68.7%，
分布着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 个省
级自然保护区、9 个县级自然保护区。
市域内拥有 5600 多种高等植物、1500 多
种动物，每立方厘米含负氧离子高达 1
万个以上，是全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地区之一。

2015 年 9 月 28 日，杨照辉主持召开
普洱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并原则通过
了《普洱市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
区实施方案》，标志着普洱市建设国家绿
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将进一步提速。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环境保
护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加快的情况下，加
快推进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建设
中，如何更加有效地保护好现有的优越
自然生态环境，实现保护和发展双赢，普
洱市面临新课题。

普洱市市委书记卫星指出，普洱最
大的特色是绿色，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在
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要牢牢把握住生
态底线，保护好普洱的环境。普洱市将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架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
桥梁，绝不走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
理的老路，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普洱经
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普洱市依托生态环境优势和
丰富的旅游资源，不断巩固现代生物茶产
业、生态农业产业、生物药业产业等，促进
了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使普洱的观光旅
游逐步向康体、养老、养生等方向发展，为
休闲度假产业拓展了更大空间。

在 2015 年 11 月 13 日于昆明举办的
2015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上，普洱市设
置了 17 个展位，杨照辉等市领导亲临现
场指导，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市场，为普洱
旅游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卫星说，“十三五”期间，普洱将坚持
走民族化、生态化、特色化、精品化、国际
化的发展道路，建成休闲度假基地和康
体养生旅游目的地，力争旅游总收入突
破 300 亿元，旅游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提升到 10%以上。

本报讯 针对农村环保投入资
金短缺、“两污”（污水和垃圾）治理基
础设施建设薄弱的实际情况，普洱市
积极争取国家和云南省支持，采取多
种措施挖潜创新，不断加快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示范工作速度。

“十二五”以来，普洱市共投入
7690 万元，实施 37 个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示范项目，涉及 10 县（区）73 个
行政村，受益人口达 10万余人 。

在经济欠发达的普洱市，各级政
府积极创新思路，部门之间密切配
合 ，想 方 设 法 加 大 项 目 经 费 投 入 。
2013 年以来，全市累计投入项目前
期工作经费 770 余万元，共编制了 37
个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实施方案。

同时，普洱市加大地方配套资金
投入，累计投入地方配套资金 1035
万元，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如景东县
从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中安排 1000
万资金用于农村环境保护，其中 400
万元用于建设 40 个行政村生活垃圾
收集清运设施，600 万元用于建设 12
个乡镇生活垃圾收集处理设施。

针对江城县整董镇滑石板村人

与大象矛盾突出的问题，普洱市创新
农村环保模式，尝试把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向滑
石板村投入 80 万元省级切块资金用
于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并将亚洲象保
护项目也安排在滑石板村，用于建设
亚洲象食源基地，开展亚洲象预警监
测和宣传教育。

为有效解决农村建成污染治理
设施运行管护难的问题，普洱市各地
进行了多种尝试。思茅区竜竜村发
挥氧化塘和湿地的经济效益，制定了
谁种、谁管、谁受益的政策，允许管理
者在湿地里种植茭瓜等农作物，作为
管理污染治理设施的报酬。

近年来，普洱市还将农村环境治
理与农民增收紧密结合起来。思茅
区菩提箐村和景谷县芒费村发挥优
美环境和独特区位优势，引导村民发
展生态旅游和农家乐。

前不久，思茅区被云南省环保厅
列为全省 7 个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整
县（区）推进试点项目区，预计可获得
2000 万元中央环保专项资金支持。

蒋朝晖 刘凌霞王冰

本报讯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企业面临诸多挑战的情况下，今年普
洱市环保部门坚持严格落实新《环境
保护法》，严厉打击各种环境违法行
为。

普洱市环保局在强化日常环境
监管的同时，紧密结合实际，全面开
展 环 境 安 全 隐 患 排 查 整 治 工 作 。
2015 年来，全市共计出动执法人员
2126 人（次），检查企业 830 家，发现
存 在 环 境 问 题 企 业 270 家 ，对 其 中
148家企业下达限期整改通知。

在严厉打击辖区内企业违法排
污行为方面，普洱市环保局切实加大
行政处罚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实行上限处罚，并在网站进行曝光。

先后对 8 家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进
行处罚，罚款金额累计 22 万元。依
据新《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普洱市
环保局对云南景谷矿冶有限公司、云
南黄金有限责任公司镇沅金矿两家
企业实施了停产、限产整治。

为加强环境监管执法，普洱市环
保局拟制、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实施了

《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实施意
见》，明确了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责任，
完善了环保统一监督管理的工作机
制。印发执行的《普洱市环境监管网
格化实施方案》，对建立环境监管信
息，明确网格边界、责任人和工作责
任提出了具体要求，网格化管理在全
市全面开展。 蒋朝晖 刘凌霞

本报讯 中国 TEEB（生物多样
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项目示
范县授牌仪式日前在云南省景东彝
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景东县）举行，标
志着景东县在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可持续利用上迈开了新步伐。

近年来，景东县高度重视生态文
明建设，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切 实 加 大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工 作 力
度。尤其是 2014 年 6 月出台实施《景
东县生态文明建设考核激励办法（试
行）》后，全县各级政府、企业、公众保
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得到有效提升，
县域内无量山、哀牢山两个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建设不断提速。

为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和生物多
样性的优势，景东县积极申请加入
TEEB 项目，开展生物多样性与生态

系统服务评估示范。经过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环 境 保 护 部 、中国环 境
科学研究院专家组实地调研评估，
中 国 环 境 科 学 研 究 院 于 2015 年 1
月 8 日 下 发 了《关 于 建 设 生 物 多 样
性 国 际 项 目 示 范 县》的 函 ，把 景 东
列入了全国生物多样性国际项目示
范县。

景东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曾涛
表示，为有效推进 TEEB 项 目 示 范
区 建 设 ，景 东 县 将 完 善《景 东 县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考 核 激 励 办 法（ 试
行）》，探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建立健全资源
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创新生态环境保护管
理体制。

蒋朝晖 陈仕荣

跨越发展不仅要盯住重要经济发展指标，而且要统

筹兼顾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要正确认识绿

色发展，围绕清洁能源、特色生物产业、现代林产业和休

闲度假四大绿色产业基地建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突

出产业项目支撑，努力推动普洱绿色产业又好又快发

展。 ——云南省普洱市市长杨照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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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坚持绿色发展获政策支持
将开展低碳试点市建设、碳排放权交易配套等工作

◆本报记者蒋朝晖

几百只鹦鹉在村寨里古老的大榕
树上叽叽喳喳、自由自在，淳朴善良的
村民在宁静的大山里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人鸟和谐、景美如画，这是普洱
市思茅区思茅港镇茨竹林村忙坝村民
小组独有的风情。

忙坝村民小组是一个布朗族寨
子，与糯扎渡自然保护区山水相连，现
有 56 户人家，280 多人。在这个满目
葱茏、鸟语花香、堪称世外桃源的地

方，有一种被村民视为吉祥鸟、俗称鹦
哥的大紫胸鹦鹉。

据了解，大紫胸鹦鹉是中国特产
鸟，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仅分布于西藏东南部、四川西南部和
云南西部、南部及中部。由于人类大
量捕捉和生境破碎化等原因，野生大
紫胸鹦鹉种群数量日益减少，加强保
护迫在眉睫。

在忙坝，世代布朗村民护林爱鸟，
保存完好的大片森林为大紫胸鹦鹉提
供了良好的栖息地。

忙坝村民小组组长李勇告诉记
者，村寨里里外外上百年的大榕树就
有 32 棵，最大的要 6 个成人牵手才能
合围。几百只鹦哥主要把家安在竜山
高大的榕树上，也有的就在村民房屋
边。长此以往，与村民建立了深厚的
感情。

当着记者的面，75岁的村民陶三仰
望房前大榕树稍上蹿下跳的鹦鹉，连续
叫了几声鹦哥。他说，从记事起，这棵树
上就有鹦哥，寨子里92岁的老人也说不
清鹦哥是什么时候来的。

忙坝村民认为，鹦哥能在寨子里
世代生存繁殖，是大自然赐给他们的
福分，保护好鹦哥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李勇说，因交通不便，忙坝村长期
以种植玉米、水稻为主，近年逐渐发展
咖啡、茶业种植，村民生活并不富裕，
好一点的几家人均年收入也才 4000
元左右。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可爱的
小精灵，村里规定种地不准砍树，树木
枯了、倒了，哪怕砸烂房屋也不砍，先

报政府再解决。
其实，早在 2001 年 ，村 民 就 已 集

体 商 定 ：成 立 鹦 鹉 保 护 协 会 ，制 定
村 规 民 约 ，制 作 宣 传 牌 ，规 范 人 们
的 行 为 ，进 一 步 提 高 人 们 保 护 鹦 鹉
的 意 识 ，让 鹦 鹉 排 除 人 为 的 干 扰 自
在 地 生活、繁殖；禁止乱伐思茅松和
大榕树，并模仿自然形态制作了几十
个鸟巢，为鹦鹉快乐地生活创造了良
好的生态环境。

李勇说，鹦哥从不落地，也不吃粮
食，只吃虫子、野果等，连晴天喝水都
要飞到老远有瀑布的地方。松鼠、眼
镜蛇是鹦哥的天敌。为防止榕树上的
鹦哥蛋和幼鸟被偷食，村民会把大鹅
粪放在树下，土办法也能把那些“坏
蛋”熏跑。

一直以来，忙坝村民从不伤害大
紫胸鹦鹉，连过去偶有调皮的小孩用
弹弓打树枝逗鹦鹉叫，都要被大人责
骂。

据了解，一只成年大紫胸鹦鹉能
被不良商贩卖到 3000 元左右。10 多
年前，寨子里有个小伙子经不住外来
人员诱惑，偷偷把两只出窝不久掉下
地的小鹦鹉拿出去卖了，村民们得知
情况后对他不依不饶，小伙子好长时
间都不好意思回家，乖乖把它们赎了
回来。

2015 年，思茅区环保局筹集资金
20 万元实施大紫胸鹦鹉保护工程，为
忙坝村加强管理、保护鹦鹉提供了更
好条件。

本期故事由蒋朝晖采写整理

挖潜创新 试点示范

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工作

落实新环保法 严打违法行为

148家企业限期整改

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景东成为TEEB项目示范县

环保故事汇·普洱

在自然生态环境十分优美的景东
县文井镇，至今尚存的两块古代封山
石碑，记载着各族群众自觉保护生态
环境的久远历史。

据了解，在距今 200 多年前（嘉庆
五年）的文井镇挖固村李家组立的一
块封山碑记，第二条刻文铭示：凡是各
种松树及水源树木不得乱砍。在距今
100 多年前（清道光二十二年）的文井
镇挖固村董家组也立了一块封山碑
记，刻文铭示：凡皆村界内，无论公山
私山，不得擅行砍伐，违者照乡规罚
银，一禁纵火焚山，犯者罚银 33 两；二
禁砍伐树木，采枝罚银 3 两 3 钱，伐木
犯者罚银 3 两 3 钱；三禁毁树种地，违
者罚银 33 两，若有在公山砍柞把者，
每把罚银 3 两 3 钱。可见对破坏森林
资源者作出了较之当世亦属非常严厉
的惩罚措施。

这些碑刻是景东先民在长期社会
实践中达成的共识，也是对后世子孙
的告诫，说明了景东先民在保护生态
环境和森林资源方面的超前意识，对
当代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仍然具有一
定的教育意义和借鉴价值。

景东先民碑刻
铭示保护生态

2008 年以来，普洱市新建成投运 9 个垃圾处理项目，设计日处理能力 557
吨，完成投资 2.96 亿元。图为建成投运、采用两级蝶管式反渗透（DTRO）处
理工艺的宁洱县垃圾处理场渗滤液处理站主要设备。 蒋朝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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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支持普洱市创建节能减排
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

■ 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对普洱的
支持力度。

■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高国家生
态公益林补偿标准。

■ 优先支持普洱市开展低碳试点
市建设。

普洱市依托当地生态、资源等优势，坚持生态立市、绿色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国家
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建设。图为普洱市梅子湖。 曾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