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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洱海水质持续向好”和“确保今
年洱海水质 6 个月Ⅱ类、6 个月Ⅲ类，努力争
取不爆发大规模蓝藻”两大目标，大理州采取
史上最严措施，坚决打好洱海保护治理攻坚
战。

一是将洱海海西、海北 1966 米界桩外延
100 米、洱海东北片区环海路临湖一侧和道
路外侧路肩外延 30 米，洱海主要入湖河道两
侧各 30 米、其他湖泊周边 50 米以内范围划定
为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

二是叫停了洱海流域个人建房行为，从
2017 年起，除建设环保设施、公共基础设施
外，禁止在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新建建筑物、
构筑物，实行只拆不建，禁止拆旧建新。大理
州在逐户复核的基础上，对已建的违法违章
建筑坚决依法拆除。

三是核心区内一律不得新增客栈餐饮等
经营行为，现有客栈餐饮经营户全面停业接
受复核，按标准和要求进行整改，对不符合条
件的一律关停，对发现有偷排污水行为的永
久关停。

四是将主要入湖河流周边 200 米、洱海
及重要湖库周边 500 米和城市建成区划定为
规模化畜禽禁养区，现有养殖场 2018 年内完
成搬迁，对手续不全的养殖场，一律予以取
缔。

“七大行动”开展以来，洱海流域共拆除
7.93 万平方米违章建筑，专项整治共关停经
营户 2498 家，直接减少了污染物排放；建成
农户化粪池 31721 个，收集清运垃圾 18.51 万
吨，大力推进生态库塘、村落污水处理设施等
建设。

同时，洱海流域核心区及周边流转土地
2.73 万亩，制定化肥农药减量示范区建设实
施 方 案 ，推 广 使 用 商 品 有 机 肥 ，划 定 畜 禽
规 模 养 殖 禁 养 区 、限 养 区 ，推 进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项 目 ，推 动 以 绿 色 生 态 为 方 向 的 流 域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 启 动 新 一 轮“ 三 退三还”

（退滩还湖、退塘还湖、退房还湖）工作，推进
油橄榄、苹果种植，恢复建成生态湿地 19790
亩，完成洱海水域海菜种植 30.2 万株、荷花 9
万株、苦草 12.6吨，覆盖水域 20平方公里。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大理州
环保局深入贯彻落实省、州党
委政府加强洱海保护的要求，
严查洱海流域环境违法行为，
局领导全程参加执法行动，共
出动 3200 多人（次），对洱海流
域 753 家企业、客栈、餐馆进行
严格执法检查。

大理州环保局联合州公安
局、属地环保部门等组成环保
专项执法检查组，以全流域大
面积排查和重点单位检查相结
合，以日常监管执法和夜间、假
日突击检查相结合，全面开展
环境执法行动，确保执法不留
死角。

今年一季度，执法检查组
对洱源县下山口餐饮住宿经营
户 进 行 违 法 排 污 情 况 集 中 排
查，对洱源县新希望蝶泉乳业
有限公司、大理地热国等重点
企业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及排污
情况进行夜间突击检查。

在对 43 家餐饮住宿等经
营户检查过程中，重点对经营
户的污水管道、排污口设置、污
水走向及证照办理情况进行了
检查。对 8 家将废水直排农灌
沟的经营户实施立案查处、对
1 家未批先建的经营户实施停
产整治。同时，关闭了两家无
证经营及违法排污的洗车厂，
对 1 家选址不当的洗涤厂实施

搬迁整治。
执 法 检 查 组 通 过 排 查 发

现，下山口 214 国道两侧均建
有村落污水管网及雨水沟，但
由于管网排入口设置不合理及
右所镇扩建道路，致使污水管
道堵塞损坏，污水不能被完全
收集，导致下山口两个村落污
水处理系统均不正常运行，无
法有效收集处理污水。下山口
村落污水处理系统设计处理量
为 450m3/d，但 实 际 处 理 量 为
160m3/d。执法检查组要求当
地政府限期进行整改。

大规模执法检查行动由片
区逐步扩大至流域，大理州严
格按照“管住当前、消化过去、
规范未来”的思路，创新环境监
管执法方式，深入推进联合联
动执法，采取疏堵结合等方式，
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
点企法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力
度，铁腕执法。

截至目前，大理州立案查
处环境违法行为 183 起，处罚
金额达 680.15 万元。其中，检
查洱海流域企业、客栈、餐馆
753 家，对 341 家下发限期整改
通知书，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
件 151 起 ，共 处 罚 金 达 143.75
万元，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案件 3 起，实施查封扣押案件
两起。

大理全力推进洱海治理七大行动
洱海 1月~5月连续保持Ⅱ类水质，6月水质透明度好于往年同期

本报讯《大理州国家储备林建设洱海流
域生态质量提升一期工程》近日获得批准。

大理州国家储 备 林 建 设 洱 海 流 域 生 态
质 量 提 升 一 期 工 程 规 划 在 大 理 市“ 一 区 一
委四镇”，即大理创新工业园区、海东开发
区 管 理 委 员 会 ，海 东 镇 、挖 色 镇 、双 廊 镇 、
上关镇的洱海面山实施造林绿化 10 万亩，
其 中 人 工 造 林 6.8 万 亩 、封 山 育 林 3.2 万
亩 ，并根据造林绿化布局，实施配套水利生
态灌溉工程。

这一工程总投资 484945.98 万元，其中营

造林投资 345524.48 万元，配套水利生态灌溉
工程投资 102500 万元。资金主要通过争取
国家和省级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及林业政策性
贷款筹集。

据悉，工程建设期为 4 年，工程全部完成
后，可新增森林面积 6.8 万亩，提高规划区森
林覆盖率 18.68 个百分点，使治理区森林覆盖
率达到 45.65%，超过洱海流域区的森林覆盖
率 8.65 个百分点。新增森林年可增加蓄水量
967350 立方米，是确保清水入湖、增加入湖
水量的治本之策。

洱海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大理州）人民

的“母亲湖”，是大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

今年以来，大理州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及广大人民

群众紧密团结，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

的殷殷嘱托，认真落实云南省委、省政府做出的“采取断然

措施，开启抢救模式保护治理洱海”部署要求，全州上下围

绕改善和提升洱海水质的目标，采取一切措施，动员一切力

量，全力推进洱海保护治理“七大行动”，即流域“两违”整

治、村镇“两污”整治、面源污染减量、节水治水生态修复、截

污治污工程提速、流域执法监管、全民保护洱海。目前，影

响洱海水质的主要污染物指标呈下降趋势。

据了解，1 月~5 月，洱海全湖水质综合类别均为Ⅱ类，

这是 10 多年来洱海第三次保持 5 个月达Ⅱ类水质；6 月，全

湖水质综合类别为Ⅲ类，水质透明度比 2015 年、2016 年同

期均高；主要湖湾水域沉水植物生长较好；双廊等客栈集中

区域近岸水体感观明显好于往年同期。洱海水质正朝着积

极的、正向性趋势发展，洱海保护治理行动取得阶段性初步

成效。

为确保洱海保护治理取得实效、精准治
污，大理州及时调整充实了以州委书记、州长
任组长的洱海流域保护治理领导小组，成立
了州洱海保护治理“七大行动”指挥部和 16
个工作队，共同全力推进洱海保护治理“七大
行动”。

在健全完善技术服务体系方面，大理州
组建了洱海抢救性保护行动科研团队，由云
南省环科院牵头，上海交大、中国环科院、中
科院水生所、华中师大、中国农科院、省环境
监测中心站、省水文水资源局、省水勘院等共
同组成科研团队，对洱海水资源和水环境现
状进行定期监测评价，提出相应对策措施，为
行政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组建了由中国环科院原院长、中国工程
院院士孟伟，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
级高工、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为组长，中国环
科院副院长郑丙辉、云南省环保厅副厅长贺
彬为副组长，相关科研单位代表为成员的专
家咨询组。同时，建立了洱海保护专家联席
会议制度，健全洱海保护治理科学精准的决
策机制，目前已召开了两次洱海抢救性保护
行动专家咨询会议。

在健全完善监测评价体系方面，大理州
进一步加密布局重点区域的监测站点，实行
联合联动监测、网格化监测，跟踪服务。洱海
湖区水质监测点从 37 个增加到 55 个，主要入
湖河流水质监测点从 78 个增加到 93 个，新增
环湖重点沟渠水质水量监测点 38 个，水量监
测点从 37 个增加到 39 个，水文、气象、水质、
水生态和蓝藻水华等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得到
健全完善。洱海流域水质监测体系全面运
行，实现了用水质倒逼“七大行动”落实、以水
质检验工作成效的目标。

同时，大理州结合开启抢救模式、全面加
强洱海保护治理的实际，对《洱海保护治理与
流域生态建设“十三五”规划》进一步修改完
善，“十三五”期间，大理州将实施 110 个项
目，完成投资 199 亿元，2018 年底要完成规划
总投资的 80%以上，今年计划完成投资 49 亿
元。

截至目前，规划的 110 个项目中，有 68 项
正在抓紧推进，其余 39 项正在开展前期工
作 ，已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68.26 亿 元 、占 规 划 的
34%；完成 2017 年度投资 25.6 亿元、占年度计
划的 52%。

在对洱海流域开展综合执法监管行动中，大理州各级、
各部门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同时引导社会各界客观理性认识洱海保护治理工作，依靠
基层、依靠群众的意识不断树立和强化，全民参与洱海保护
治理的氛围日益浓厚。

今年 1 月~6 月，洱海藻类细胞数总体处于较高水平，特
别是 6 月持续晴热天气使得藻类生长较快。虽然目前尚未
出现蓝藻水华现象，但 6 月藻类细胞数已达 781.27 万个/
升，比多年同期平均水平低 27.1%。

大理州洱海湖区蓝藻控制应急人工打捞工作领导组及
时制定了《蓝藻水华预警及应急控制工作方案》，在双廊建
成藻水分离站和水上打捞平台，购置了除藻船、除草设备。
在才村码头实施试验示范除藻工程，在湾桥古生村实施洱
海流域水体生境改善试验示范工程；建立了以镇为单位、分
片包干、分段管理的工作机制，组建了 600 人的蓝藻专业打
捞队伍，洱海保护进入“战时”状态。

洱海长期累积性污染问题突出，流域生态安全格局尚
未建立，湖滨区域空间管控难度大，特别是近年来旅游业等
快速发展，排污强度大、历史欠账较多、经费投入不足，洱海
保护治理工程体系尚未建立。洱海水生态系统脆弱，蓝藻
水华已成常态，规模化蓝藻水华发生风险较高，解决长期积
累的污染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洱海保护治理必须树立
打持久战的思想，需要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完善机制、长期
努力。

大理州各级、各部门意识到，保护洱海，没 有 捷 径 可
走、没有后路可退，唯有下最大决心、尽最大努力，才能
打 赢 洱 海 保 护 治 理 攻 坚 战 ，才 能 让“ 苍 山 不 墨 千 秋 画 ，
洱海无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

大理以点带面严格执法
立案 183起，罚款 680.15万元

组建科研团队，建立专家联席会议制度

划定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

组建 600 人蓝藻
专业打捞队伍

投资逾48亿元改善洱海流域生态

本报讯 张国斌是大理市
国斌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
长，近年来，他流转土地 200 多
亩种植有机农作物，为当地农
民提供了大量劳动就业机会，
同时通过使用生物菌肥种植有
机蔬菜和水稻，改良土壤，促进
了农作物增收，为洱海保护做
出了示范和表率。

国斌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位于大理市喜洲镇，田边立有

“洱海保护治理暨环境保护试
点项目大理市生物菌肥有机肥
推 广 使 用 项 目 示 范 基 地 ”的
牌子。

张国斌介绍说：“2015 年，
我 发 现 田 里 种 出 的 大 蒜 是 黑
蒜，请专家来看，说是得了白腐
病。”这一年，张国斌亏损严重，
辛 苦 种 了 一 季 的 大 蒜 都 白
种了。

大理市供销 社 的 工 作 人
员 获 悉 后 ，来 到 田 里 向 他 推
荐 了 生 物 菌 肥 ，张 围 斌 很 快
采 纳 了 市 供 销 社 工 作 人 员 的
建 议 ，投 资 7 万 多 元 建 成 一
套 生 物 菌 肥 生 产 系 统 ，每 期
生 产 生 物 菌 肥 20 吨 ，根 据 农
作物的施肥时间，随用随取，

十分方便。
据 张 国 斌 爱 人 介 绍 ：“ 自

2016 年施用生物菌肥以来，自
家田中播种的水稻和各类蔬菜
长势良好，收获时与其他使用
化肥的农作物相比，品质明显
更胜一筹。最关键的是节约了
用药成本，土壤得到有效改良，
为下一季农作物的轮种打下了
良好基础。同时，生物菌肥的
使 用 减 轻 了 对 洱 海 水 体 的 污
染 ，这 可 是 两 全 其 美 的 好 事
呀。”

制作生物菌肥复杂吗？合
算吗？张国斌夫妇介绍说，不
算很复杂，但操作很严格，主要
采用榨油后的油饼，经过多次
过 滤 后 ，配 合 塘 泥 和 菌 粉 合
成。土地也有脾性，施肥的同
时，要对土壤进行检测，根据检
测结果，配合一定量的硅钙肥
调节土壤酸碱度。

张国斌说：“土地也像人体
一样，使用不当就会生病，如果
生病了，要对症下药。生物菌
肥能有效改良土壤，经过两年
来的实践，虽然投入多了、人更
累了，但农作物长势喜人，也就
觉得值了。”

用生物菌肥改良土壤
农作物长势喜人，减轻洱海污染

图为洱海保洁船。

完善监测体系

实施“十三五”规划项目

开展“七大行动”

计划投资 199亿元，2017年计划投资48
亿元，目前完成投资25.6亿元

计划实施110个项目，已开工6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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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环湖重点沟渠水质水量监测点38个

拆除违章建筑7.93万平方米

关停经营户2498家

流转土地2.73万亩

恢复建成生态湿地19790亩

湖区水质
监测点

37个 55个
增加到

入湖河流
水质监测点

78个 92个
增加到

相关链接

成群的海鸥在洱海翱翔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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