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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古村环保新生活

天边最后一抹晚霞越来越淡，天色
渐渐暗下来。洱海生态廊道蜿蜒曲折的
透水沥青道路两侧，一盏盏暖黄色的地
灯投向路面，与排列在草地上的半月形
生态灯交相辉映，灿若星河。一声、两
声，虫鸣蛙唱声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
白骨顶、紫水鸡、雁鸭、秋沙鸭、白鹭、灰
鹤、赤麻鸭等鸟类大量出没，与三三两
两或骑行、或漫步的人群交融在一起。
生态廊道在人与湖之间划出了一条物
理隔离的界线，并且将沿岸各具特色的
白族传统村落连接在一起，串起洱海山
水乡愁。

大理市大理镇上末村里有 10多
株百年以上的老树，还成片保存着石
头砌筑的古老房屋。第一眼喝水、第
二眼洗菜、第三眼洗衣的白族村落古
井“三眼井”让这个村子显得更有年
代感。86岁的白族老人杨文超是村中
比较有学问的人，他的祖上曾在唐代
参与修建感通寺 36寺庵，见证了“龙
女树”的栽培。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
来访者讲述代代相传爱护环境的村
规民约。

在当地小有名气的“观音塘生皮
一条街”也在这个村，村支书赵云华
说，洱海保护治理“八大攻坚战”推行
以来，30多家餐馆关停整顿了半年。
环湖截污管网全线闭合之后，家家户
户的生活污水经过收集过滤后全部进
入截污管网，厨余垃圾则由顺丰公司
统一收运处理，尽最大努力保护洱海。

大理州共有75.97万亩自然湿地，
洱海流域占了其中的 48%，生物多样
性极为丰富。洱海源头的弥苴河、罗时
江、永安江 3条河水入湖水量占洱海
全湖入水量的70%，两岸的西湖、东湖
两大湿地承担着洱海“双肾”的功能。
2016年，洱海源头的西湖、茈碧湖、海
西海、东湖实施了国家重要湿地保护
与修复项目，通过工程修复、退耕还湿
等措施，新增湿地 1.9万亩，有效拦截
了来自源头的污染。

随着优化植被、投放鱼类等生物
措施的推行，洱海“双肾”已形成完整
的生态链，鸟类大量出没。

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洱海周边的
白族村民，洱海生态廊道的修建，为他
们提供了一个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大理镇罗久邑村的李菊英老人今
年 73岁，每天早晨，她都迎着朝阳到
生态廊道散步，傍晚和村里的老伙伴
坐在廊道边的休息椅上聊天，悠然地
享受着湖光山色的自然美景。喜洲镇
沙村海舌半岛入口附近，两棵数十米
高的大青树枝叶相交，仿佛一对亲密
相依的爱侣，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恋人
们来到树下山盟海誓。“奶奶以前有空
就坐在院子里编草帽，如今也养成了
晚饭后到生态廊道散步的习惯。”陪着
奶奶在大青树下小憩的大学生梓潼笑
眯眯地说。

“守护好洱海才能谈发展”

无论晨昏交替，还是四季更迭，洱
海生态廊道上都能以最美的视觉呈现
出来。晴朗的冬日，成群的水鸟在岸边

晒太阳，或在近岸湖面上追逐嬉戏，人
一走过来就惊得四处乱飞。这些水鸟
以黑、白两色居多，也有一两只色彩华
丽的突兀其间。一些体型大的水鸟，看
上去甚至比家鸭还要肥硕。在洱海生
态廊道的一些休闲节点上，设置了介
绍洱海常见鸟类的标识牌，帮助游客
了解湿地上的鸟类的名称和习性。

生态环境的改变，不仅为当地增
色不少，还为洱海边的村民带来了实
在的收入。沿弥苴河河堤在东湖湿地
穿行，身穿齐腰皮裤采收海菜的村民
已成为湿地美景中最为灵动的元素。
退耕还湿后的东湖湿地还实施了湿地
净化及种养结合试验示范项目，右所
镇腾龙村等附近几个村庄的村民人工
种植海菜1500多亩，年产值达1100多
万元。

随着洱海生态廊道的修建，大理
市湾桥镇中庄村委会古生村更加古朴
秀美了。古生村七社村民李延芬在洱
海边开了一家“农家风味园”餐馆，
2018年为响应保护洱海生态搬迁，她
带头拆除了 280多平方米的房屋。生
态廊道建成后，她家门前的泥巴路变
成了沥青路，湿地美景近在咫尺。

“聆海佳园”客栈的老板何利成从
小在洱海边长大。起初，何利成以打鱼
为生，后来改行开起了客栈。2018年，
当地实施生态搬迁，他拆掉了划入“红
线”范围内的部分客房。“洱海是我的
家，守住了洱海，才能谈发展。”何利成
说，生态廊道建成后，洱海更清更美
了，游客比前几年增加了很多，他家客
栈的入住率已大大提升。

优美生态迎来“网红打卡”

“这些红色的水杉树已经在洱海
边生长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规划项
目时，并没有对这些树木进行处理，而
是尽可能保持自然野趣的状态，把人
类活动的影响减少到最低。”洱海生态
廊道工程指挥部行政部副部长李学鑫
介绍。

每年秋冬季，洱海沿线原生态保
留的一片片红色的水杉林成为最耀眼
的旅拍热点。去年 11月，一段在大理
镇龙龛村码头附近航拍的洱海生态廊
道红色水杉林小视频，在网上风靡一
时，吸引了众多的网民和游客前来“打
卡”。大理镇磻溪村附近的“唯美 S
湾”，一边是青瓦白墙的白族民居，一
边是碧波荡漾的蔚蓝洱海，一直受年
轻人的追捧。随着沿湖湿地的修复，湖
滨带的水草也长得越来越茂密，工程
指挥部为此专门面向当地村民设置了

“水草理发师”这一工作岗位，行走于
生态廊道上，常常会与正在打捞水草
的他们不期而遇。

今年 7月，喜洲镇寺里村大理海
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农旅观光种植园
区推出的彩色水稻景观，也成为了生
态廊道沿线新晋的旅拍“新宠”。不仅
普通的游客喜爱，文人墨客们也把这
里当成了激发灵感的创作基地。

大理海东开发集团副总裁杨凯介
绍，今年5月，大理海开集团旗下的大
理海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云南省农
科院合作，在喜洲镇寺里村农旅观光
种植园区种植了500亩云粳37号有机
稻米，其中穿插种植了 120亩黄、白、
黑、紫、粉红、红等11个颜色的彩色水
稻。“什么颜色的稻叶，就能生出什么
颜色的稻米。稻叶的颜色随着海拔的
变化而变化，一个基础色会分出很多
个颜色来。我们通过GPS定位，在地块
上串联线路，将电脑上绘制的图案种
植在稻田中。今年种植的图案是‘金
花’和‘米宝宝’。收割以后的稻秆，还
可以用来制作手工艺品。我们在稻田
里安放了观景台云梯，站在云梯上往
洱海的方向看，景色非常漂亮。10月
份收割以后，游客还能品尝到彩色的

‘软糥香’有机大米。”
2018年，洱海流域全面推行“三

禁四推”以来，“大水大肥”的传统农
业已被逐步取缔，洱海周边已出现了
很多农业转型升级示范种植园区。喜
洲镇仁里邑村的“花语牧场”坐拥358
亩大型花海,有着众多的网红打卡元
素，被誉为“中国最适合拍照的花
海”。

花语牧场总经理李勇敢介绍，在
兼顾景观功能的同时，园区重点建设
了清水渗滤入湖系统、人工加强型湿
地系统、尾水循环抽提系统、生态缓冲
带，构筑了面源污染防治末端防线并
配套建设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和智能化
控排系统，做到了清水入湖补给、污水
循环利用、面源污染的治理和洱海保
护，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
生活条件，成为洱海流域集生态、生
产、生活于一体，传承白族农耕文化，
开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相结合的旅
游项目。

履约实践

生态廊道
串起洱海美丽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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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年来，洱海保护治理共

投入资金330亿元，系统实施了

环湖截污、河道治理、生态修复

等重大项目，洱海水质稳定保持

III类，其中每年有5个月 II类，

总体评价为良好湖泊。

洱海生态廊道全称是“大理

市环洱海流域湖滨缓冲带生态

修复与湿地建设工程”，作为洱

海保护治理的一个重要项目，涵

盖了790多公顷的生态修复和

湿地建设，129公里的环湖生态

廊道和若干环境监测站点，涉及

23个村1806户居民的生态搬

迁、30公里污水管网的完善和5

个带有湿地修复功能的科研实

验基地。生态廊道的建设，能够

有效削减入湖污染负荷、改善洱

海水质，提高洱海生物多样性和

洱海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保

护洱海的最后一道屏障。
夏天的轿子雪山，高山杜鹃在层层

叠叠地开放，群山苍翠欲滴，高山草甸
上不知名的小花挤挤挨挨，山林间不时
掠过火尾太阳鸟醒目的身影。

这种貌美吸睛的高山鸟类，主要
分布在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中国的
西藏和云南也有栖居。它们小巧玲
珑，羽毛鲜艳美丽，是轿子雪山鸟类
大家族中的流量明星。每年 4月底，轿
子雪山便能看到它们的身姿。作为垂
直迁移的候鸟，火尾太阳鸟夏季主要
栖息于海拔 1900米以上的中、高山常
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和杜
鹃灌丛中。它们来到轿子雪山孵化小
鸟，小鸟学会飞行之后，在 7 月过后
离开。

火尾太阳鸟每年在轿子雪山筑
巢的地点都有变化，曾经它们栖身在
竹林里，最近两年落脚的地点变成下
坪子一带的矮灌木林。“鸟爸爸”是飞
行教练，是鸟群中的颜值担当，红色
的羽毛，还有一根帅气的艳猩红色中
央长尾羽。“鸟妈妈”要低调朴素很
多，羽毛呈灰橄榄色，腰黄，体型比雄
鸟小。

2015年，轿子雪山火尾太阳鸟的
美照被摄影爱好者通过网络传播开来，
热爱拍摄鸟类的摄影圈一下子将其捧
为网红，观鸟、摄鸟者逐年增多。每年都
有来自辽宁、北京、上海、广东、广西、四
川、重庆、贵州等地的1000多鸟友来到
轿子雪山，守候火尾太阳鸟的芳踪。

火尾太阳鸟栖息的轿子雪山下坪
子是雪山溪流冲击后形成的一个天然
平台，这里地势开阔，四周山峰围成屏
风，瀑布从壁立的山岩上飞流直下。再
往上是轿子雪山的“药材宝库”大黑箐，
珍禽野兽把这里视为乐园，生活着9种
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30多种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每年候鸟迁徙的

时节、黄鹂、杜鹃、伯劳、兰翠等20多种
鸟成群结队，不畏艰险，飞越轿子雪山
区，形成一年一度大自然最美妙的鸟类
盛会。

轿子雪山保护区重点保护鸟类所
占比例较高，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种类
鸟类松雀鹰、蛇雕、红隼、红腹角雉、白
腹锦鸡、血雉、领角、斑头鸺共 9种，占
轿子雪山自然保护区已知鸟类62种的
14.5%。

轿子雪山市场部经理郭明海介
绍，火尾太阳鸟愿意做客的地方，一定
是生态优越之地。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轿子雪山是中国纬度最低、立体气
候最明显、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高海拔
季节性雪山。轿子山的旅游开发已有
20余年，一直坚守先保护后开发的理
念谨慎开发，不断维护轿子山生态安
全、优化生态环境，加强生态系统的保
护和修复，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
施——修建了高品质栈道、旅游驿站
等基础设施，规范了游览秩序的同时也
隔离了附近村民的牲口，对高山草甸、
苔藓、树木等地表形成有效保护。近年
来，轿子山的物种及生态得到逐渐恢
复，轿子山管护局红外相机已多次拍到
林麝、金雕、血雉、赤狐、穿山甲等国家
珍稀保护动物。

为进一步保护植物多样性，保护区
管护局还与国家观赏园艺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合作，在四方景片区开展试点性
生态修复遭破坏的高山杜鹃植被群落。
基地占地面积100亩，种植各类高山杜
鹃2万余株，在生物资源多样性有效保
护的同时，实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
用，促进轿子山杜鹃花海旅游资源的良
性开发，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生命
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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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资源

火尾太阳鸟

夏季雨水不断，菌子疯狂
生长。在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甸沙乡苏撒坡村的“密枝林”
里，每逢雨后，捡菌的村民们总
会在这不期而遇。“这里环境保
护得最好，菌子长得好，我一早
上能捡到一两公斤。”提着捡到
的美味，村民李华生乐得合不
拢嘴。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
养以成。”苏撒坡村党总支书记倪
朝友说，数百年来，苏撒坡村彝族
群众友好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
共生，也得到了大自然的慷慨回
报。野生菌这一云南人最喜爱的
美味，就是“密枝林”回馈给当地
群众的一种丰厚福报。

丰厚福报源于“密枝林”保存
较为完整的生态系统。林内古木
参天，以刺叶高山栎和白栎为主
的古树群高达 20余米，五角枫、
华山松、马缨杜鹃、碎米花杜鹃等
大型乔木间杂其间，42种树种数
万株树木竞相生长。林下铺满落
叶，各种草本植物郁郁葱葱。

“密枝林”位于苏撒坡村西南
部，海拔 2770余米，总面积 246
亩，是寻甸县内保存最完整的天
然栎树群落，古树群树龄 700年
以上。炎炎夏日，林外艳阳高照、
热浪蒸腾，林内空气清新、清爽舒
适。走在林间，正可感受一番“蝉
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诗意画
卷和回归自然的惬意。

70岁的村民周什云说，几百
年前先民们搬到苏撒坡居住，是
因为“密枝林”下有水源，有树才
有水，有水才有人，守护“密枝
林”便成为村民们世世代代的责
任。周什云老先生是村里的毕
摩，每年四月初四都要到“密枝
林”里主持民俗活动，为村子祈
富消灾。“村里的老人从小就教
育我们，要敬畏‘密枝林’、保护

‘密枝林’，不能到林子里砍树、
打柴、割草、放牧，也不允许其他
任何人来这里搞破坏。”苏撒坡
村党总支副书记朱陆伍说，老一
辈人崇拜自然的朴素信仰一直
流传到今天，不乱砍树等良好做
法得到了有效传承。

春有山花烂漫，鸟鸣山幽；夏
有绿荫清凉，蘑菇遍野；秋有层林
尽染，野果飘香；冬有雪影相随，
雾凇奇观……苏撒坡村彝族群众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为全县留住了一个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自然生态
美景。

按照寻甸县高质量推进休
闲养生旅游度假区和城市生态
涵养区建设的相关要求，甸沙乡
和苏撒坡村设立了乡村两级开
发保护体系，引导更多社会各界
人士参与到“密枝林”保护中来。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
“哪里有绿色，哪里就有生命”
“你珍惜我的生命，我还你一片
绿荫”等宣传标语随处可见，保
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护好绿水
青山人人受益已深入人心，成为
当地群众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古老的“密枝林”焕发出新的
生机和活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
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甸沙乡宣传委员王云景说，
甸沙乡、苏撒坡村坚持把经济活
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
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因
地制宜发展绿色蔬菜、生态荞子、
特色水果、风电等产业，使绿水青
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
效益，让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
态为民成为发展的动人乐章。

“周什云发展牛羊养殖，每年
光是羊就能卖2万多元。朱陆伍投
资建设了苦荞加工坊，通过合作
社带动农户规模化种植苦荞。村
民倪华良种植生态蔬菜，年收入
达30多万元。”倪朝友说，村里还
引进企业发展苹果种植项目，东
西部协作上海对口帮扶的功山羊
养殖基地项目已建成并投入使
用，现争取通过招商引资建设年
存栏2万头的生猪养殖场，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序夯实乡村
振兴基础、拓宽发展路，昔日封闭
的彝族小村逐渐走上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和谐发展
之路。

本报记者茶志福

生态家园

“密枝林”的
回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