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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本报讯（记者杨茜）今年1月1日
起，新修订的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保
护条例公布施行。一年来，玉溪市从开
展条例普法宣传、推动湖外水循环迭代
升级、攻坚水污染防治、改善湖泊水生
态、加强流域空间管控、完善治湖保障
体系、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等方面着力，
抓好贯彻执行，全面系统加强湖泊保护
治理，推动湖泊水质持续改善，促进流
域绿色转型发展。

为积极引导企业和群众转变思想
认识、转变生产方式、转变生活方式，玉
溪市组建湖泊保护条例宣讲小组，组织
开展湖泊保护条例宣讲49场次，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湖泊保护条例网络竞答活
动3轮次，深入沿湖村组、企业开展条例

“六进”活动 323次，发放湖泊保护条例
3.3万余册。

2023年，玉溪市创新治湖方式和
路径，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先后实
施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综合性工程。
目前玉溪市在“三湖”流域实施的湖
外水资源循环利用综合性工程取得
初步成效，进一步优化了流域水资源
配置，削减了入湖污染负荷，促进了
农业绿色转型发展。湖外水资源循环
利用思路纳入湖泊保护条例，为全省
管湖治湖作出了制度性贡献，省总河

长令将玉溪做法向全省湖泊流域推
广。今年，玉溪加快推进节点工程和
重点工作，抚仙湖 5条、星云湖 4条闭
环线路基本构建，杞麓湖 2条闭环线
路初步构建、正在建设 3条，3个湖泊
流域发展设施农业 4.2 万亩，完成农
业水价改革 1.6万亩，收取水费 515.49
万元，较 2023 年增长 270%。2024 年 1
至 11 月，实现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
716万方、覆盖耕地 10.7万亩，湖外水
资源循环利用工程从 1.0 版向 2.0 版
迭代升级。

玉溪聚力攻坚水污染防治，通过健
全汛期雨水防控八项机制，推进调蓄带

“腾空、清淤、晒塘”、湖滨生态修复管理
提升、“一进七清”等工作，落实闸门泵
站网格化管理，推动汛期雨水防控进入
常态化、规范化轨道，2024年雨水携污
入湖得到减少。同时加快推进流域截污
治污，抚仙湖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改大
提升、全域截污治污走在全省前列，星
云湖流域223个自然村污水处理设施实
现全覆盖，杞麓湖流域 254个自然村完
成截污治污项目 141个、截污治污短板
不断补齐。

深入落实湖泊流域产业结构调整
实施方案，探索优化湖泊周边产业布
局，创建马房村等 5个乡村振兴示范

点，推进星云湖渔业生态调控兼顾水
环境高水平保护和渔业高质量发展，
深入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开展
抚仙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和 GEP 核算工作，印发实施水价综
合改革实施方案，积极推进抚仙湖、
星云湖生态保护核心区内经营区域
划定，持续探索可推广的生态文明
制度成果。扎实开展湖滨生态修复
管理提升行动，清理整治调蓄带、河
道沟渠、湖滨带等区域，消除了污染入
湖风险，改善了湖滨生态环境，增加了
游客流量，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初步
显现。

过去五年，玉溪市通过推进科普活
动，科普覆盖面不断扩大，玉溪公民具
备科学素质的比例由 2019年的 7.1%快
速提升到 2023年底的 10.6%，稳居全省
第二。

在抓经济促发展方面，出台了《关于
全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融合发展的指导
意见》，通过整合一批、新建一批、做强一
批、转型一批“四个一批”工作思路，推动
农技协整合 40个、转型 36个、新成立 4
个，66个农技协联农带农、培育或链接
成为“四上”企业，江川花卉协会、通海盆
景协会等一批基层农技协蓬勃发展，成
为推动乡村振兴与高原特色农业的中坚
力量，“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格局逐步形
成。中国科协“海外智力计划工作基地”
落户玉溪高新区，推介科技创新成果
249项，引进对接海外专家院士40余人。
全市科协共建立园区科协 3个、企业科
协 20个、院士专家工作站 16个，签约专
家 54人，引进技术 48项，对外科技交流
持续深化，有力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

第二
全市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

比例居全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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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保护条例施行一年

流域绿色转型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玉溪持续推进国家工业遗产易门铜矿保护活化利用——

“锈带”变“秀带”绿汁焕生机
本报记者 杨茜文/图

116个
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创

新高
五年来，玉溪市社会科学界紧紧围

绕玉溪高质量发展大局，充分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推动理论武装、社科研究、智
库建设、社科普及、咨政建言、学会管理
等工作。

举办“云岭大讲堂·玉溪讲坛”107
场，理论宣讲 200余场，受众 10万余人
次。紧贴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开展课题研
究，116个项目获国家级、省部级社科基
金项目立项，位居全省前列。建设创新团
队5个，出版优秀著作21部，评选市级社
科优秀成果 115项，14篇论文在省级年
度社科学术年会上获奖。创建省级社科
普及示范基地6个，出版科普读物16种，
承办全省社科普及宣传周主场活动 2
次，开展科普活动120余场，拥有32家社
科组织位居全省第二，惠及群众面不断
扩大。

1.1亿元
红十字会筹集款物工作

成效显著

五年来，玉溪红十字会积极动员人道
资源，累计筹集款物超1.1亿元，“五助”工
作全面开花。疫情防控期间，迅速响应，共
募集价值5099.92万元的款物助力抗疫一
线。乡村振兴进程中，通过网络公益筹资
项目筹得457.45万元款物，并开展“博爱
送万家”活动，为23984户困难群众送温暖
71274人次，实施79个乡村建设项目，累
计投入1195.66万元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
件。推广应急救护培训，着力打造“红十字
救在身边”品牌，过去五年共开展1517期
应急救护培训，培训学员37.6万余人，建
成市级红十字生命健康安全教育体验馆
与应急救护培训示范基地；积极探索“互
联网+人道资源动员”新模式，上线多个公
益项目，通过线上筹款实现金额突破，
2023、2024年“99公益日”筹款成绩位列全
省前列，同时聚焦各类困难群体开展人道
关怀救助，累计救助52450人，发放救助资
金1462.74万元。

本报记者杨茜

从曾经机器轰鸣的厂房到年轻人热衷的年代感出片点，从

红墙花砖的老厂区到影视剧取景地，从安静的旧时光工业小镇

到游客众多的旅游小镇……近年来，玉溪市持续推进国家工业

遗产易门铜矿保护活化利用，让易门县绿汁镇重新焕发生机。

随着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游客服务承载能力不断提升，绿汁的

旅游热度持续升温。今年1至11月，绿汁镇的游客接待人次、

旅游花费较2021年分别增长143.02%、249.42%。

通过活化利用原有的工业遗迹，绿汁镇老厂区、老厂房成

为网红打卡地，实现了从“工业锈带”到“生活秀带”的蝶变。

12月的云南，天空瓦蓝。跨过宏伟的
绿汁江特大桥，沿着“之”字形盘山公路而
下，不一会便到达了峡谷间的绿汁镇，这
是国家工业遗产易门铜矿所在地。

红砖房、绿荫道，街道两旁小楼上
挂着的“工人俱乐部”“矿工大食堂”“绿
汁电影院”“矿区交通车调度室”“单身
宿舍”等标识，让人仿佛回到了 20世纪
80年代。而凤凰树下“回忆的风吹往
1953”的网红打卡路牌、百货商店门口
的立体墙绘，又把人拉回当下，既怀旧
又年轻。

漫步街头，擦肩而过的有在这里生
活的老矿工或他们的后代，有慕名而来

的游客，还有不少自媒体人，他们在这
座充满工业风的小镇，感受时代印记留
下的独特魅力。

1953年 2月，易门铜矿在绿汁镇
成立，它是国家“一五”时期云南省重
点工业项目。1958年 10月，易门铜矿
改名为易门矿务局。以易门县绿汁镇
为中心，沿绿汁江流域先后建成投产
了 7座大中型矿山：三家厂、凤山、里
士、起步郎、老厂、狮子山、梭佐。在长
达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中，易门矿务
局逐渐发展成省内一流、国内闻名的
国有大型联合采选企业，是当时中国
的八大铜矿之一，被视为中国冶金工

业的一面旗帜。据不完全统计，从 1960
年至 1999年，易门铜矿共为国家生产
含铜精矿 47.87 万吨，拥有固定资产
11.95亿元，保有铜金属储量 126.22万
吨。巅峰时期，有 30000余名来自全国
各地的奋斗者在绿汁江畔挥洒青春与
汗水，铸就了“激情、责任、创新、务实”
的易门铜矿精神。

2020年，易门县政府联合玉溪矿
业有限公司以木奔选厂、易门矿务局
机修厂、木奔变电站、矿务局客车库、
木奔大桥等九项核心物项为主体，将

“易门铜矿”成功申报为第四批国家工
业遗产。

“近几年来小镇的人越来越多。”来
到绿汁镇工作并生活了 30多年的郭晓
丽说，“尤其是每年四五月凤凰花开的
季节，旅游车一辆接一辆，旅客们喜欢
在凤凰花下拍老房子。”除了游客，镇上
的影视剧组也越来越多，郭晓丽还和朋
友当过群演，说起这段经历她乐不可
支。她说：“但最让我高兴的还是小镇越
来越有人气、有活力。”

为了“唤醒”工业遗存焕发新生，
实现工业遗产的文化延续和可持续利
用，玉溪市紧盯打造“绿汁铜韵——最
美国家工业遗产小镇”总体目标，持续
推进国家工业遗产易门铜矿保护活化
利用工作。

今年绿汁举办了多场活动，“大
国大矿·时光小镇——回家过大年”
绿汁镇 2024年春节系列活动、“凤凰
花开·爱在绿汁”绿汁镇 2024年时光
音乐节、“醉美谷花鱼 情满绿汁江”
绿汁镇 2024 年稻田开鱼节、易门绿
汁 72 道拐自行车爬坡赛等活动，吸
引了大批游客前来。

每年四五月绿汁凤凰花盛开季，游
客纷至沓来，在凤凰花下以工业遗存为
背景，拍下自己的“人生照片”。今年 5
月 1日“绿汁铜韵·时光小镇”——最美
国家工业遗产 2024年主题文化旅游节
上，当天有2.1万人次游客前来打卡，现
场人气火爆。

2023年5月，绿汁镇入选云南省首
批免费拍摄取景地，在《陈翔六点半之
疯狂代号》《黑夜告白》中都能看到在绿
汁镇的取景，电影《无名之辈2》《群星闪
耀时（暂定）》《归来（暂定）》《肇事青
春》，电视剧《红舞鞋》《好好的时代》剧
组也分别到绿汁勘景。

小绿汁社区以村办公司为载体，开
办“铜韵记忆”特色文创商品小店，围绕
凤凰花、虎掌舞、工业遗产主题开发系列
文创产品，搪瓷杯、T恤衫、包包等文创
产品深受游客欢迎。

此外，绿汁还开展重温老电影、探
寻老矿区、打卡旧时光、冬日赏云海、体
验滑翔伞、绿汁江边露营等活动。

传承创新焕发活力

在“唤醒”中不断探索

近年来，玉溪市加大易门铜矿国家
工业遗产文化价值的挖掘，活化工业遗
产，传承工业文化。2022年 12月，易门
县成立国家工业遗产易门铜矿保护活
化利用工作领导小组。3个月后，国家工
业遗产易门铜矿保护活化利用指挥部
成立。今年 1月，市县两级组建工作专
班，联动形成合力。2023年至今，易门县
编制完成《国家工业遗产·易门铜矿史
纲》《易门铜矿精神形成的条件及时代
内涵》课题研究报告，出版发行故事集
《铜耀绿汁》《流光溢彩的绿汁江——云
南冶金第三矿人物采访手记》等，讲好
易门铜矿故事。

活化利用是工业遗产保护的动力。
如何用好国家工业遗产这块

文旅“富矿”、叫响工业
文化遗产品牌，玉

溪在实践

中不断探索。
近日，在玉溪市组织的一场现场观

摩活动中，作家、地方史专家、文旅专
家、民宿商会负责人、文体旅企业负责
人及玉溪市文体旅融合发展工作联席
会议机制各成员单位等 200多人，分组
走进绿汁镇，从不同视角为当地文体旅
融合发展挖掘潜在资源“把脉开方”。

“绿汁有丰富的工业遗产、多样的
工业遗址，可以考虑打造工业研学游，
组建专业团队研发特色课程。”“这里的
道路很有特色，可以考虑组织机车骑
行。”参会的文体旅企业负责人一致认
为，绿汁自然风光秀丽，滇铜历史文化
悠久，旅游资源丰富，应通过“工业遗
产+”拓展更多可能，在保护好工业遗产
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利用，深度挖掘工业
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将工业遗产保护
与城市更新、历史文化教育、文体旅等
有机结合起来，激活工业遗产价值，让

此地长久地火下去。
明年 5月 1日起施行的《玉溪市易

门铜矿国家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条
例》中明确了鼓励和支持利用工业遗
产开展的方向：培育工业文化研学实
践基地（营地）、科普基地、学校思政课
实践教学基地，开展工业文化教育实
践活动；建设工业博物馆、工业文化产
业园区、特色小镇、创新创业基地、影
视基地、康养基地、露营地、文化体育
旅游消费场所等，开发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开发具有生产流程体验、
历史人文与科普教育、美丽乡村休闲、
特色产品推广等功能的工业旅游项目
和线路，打造工业旅游目的地；开展工
业遗产学术研究，提升工业遗产保护
和利用水平。

绿汁江畔，凤凰花树绿意盎然，如
同绿汁这个重又焕发活力的国家工业
遗产小镇，生生不息。

“工业遗产+”拓展更多可能

峡谷里的绿汁镇峡谷里的绿汁镇

绿汁镇充满怀旧风的墙绘绿汁镇充满怀旧风的墙绘。。

摄影爱好者和骑行爱好者相遇在绿汁摄影爱好者和骑行爱好者相遇在绿汁。。

本报讯（记者 杨茜）记者从 12月
16日召开的玉溪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第六次代表大会获悉，玉溪市文联将落
实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长效机制，
推动聂耳音乐作品实现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

过去五年来，玉溪市文联紧紧围绕
玉溪高质量发展大局，团结引领广大文
艺工作者深耕玉溪文化沃土，热忱讴歌
火热实践，用文艺讲好玉溪故事、传播玉
溪声音，全市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硕果累
累。民歌《欢欢乐乐唱起来》获第十四届
全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美术作品《有一
个美丽的地方》《静谧浅冬》获第十四届
全国美展优秀奖；散文集《大学之光——
行走在云南深处的西南联大》等一批优
秀作品分别荣获“云南文化精品工程奖”

“冰心散文奖”等重要奖项；“聂耳和国歌
音乐论坛”、“聂耳杯”青少年才艺大赛等
系列活动影响力不断提升；270余件书
法、美术、摄影作品先后入选国家级、省
级重要文艺展览。

文艺活动蓬勃开展，文艺惠民润泽
人心，文艺队伍人才辈出，一幅百花竞
放、春色满园的文艺画卷在玉溪大地铺
展开来，聂耳故乡文艺气息愈发显现，正
逐渐成为助力玉溪高质量发展的一张
新名片。

资讯

聂耳故乡新名片
助力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