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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公布的全国地表水环境质
量状况显示，2023年昭通市水环境质量排
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第9名，2023年1—
6月上升至第6名。同时，云南省环境污染
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显示，2023
年1—6月，昭通国控省控地表水环境质量
排全省16个州（市）第一名。

绿色发展 让城市更美更宜居

1月 28日，昭阳区启动了“绿美云南·
昭阳在行动”主题活动暨城乡绿美“双十
行动”，进一步明确城市、乡集镇、社区、乡
村、交通、河库、校园、园区、景区、矿山 10
个绿美专项行动，确定道路周边、洒渔河
流域、渔洞水库周边、金沙江流域（昭阳
段）、主城区河道、大山包、凤凰山森林公
园、果园、中心城市公园、主城区面山 10
大绿美示范项目，突出重点区域、重点项
目建设，坚持与“创文创卫”、城市河道治
理、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打造特色鲜明、
功能完善、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城乡形
象；积极开展“绿美村庄”“绿美社区”创建
活动，统筹开展规划建绿、拆违补绿、破硬
还绿、见缝插绿、留白增绿，计划到 2024
年创建“绿美村庄”334 个、“绿美社区”26
个；结合实际实施“绿美+景美”融合工
程，在旅游景区及周边，因地制宜打造生
态绿化美化空间，合理提升景区绿地率和
绿化覆盖率，增加景区观赏性、适游性，保
持景区内生态系统的原真性，促进景区生
态环境保护修复和旅游资源价值提升，塑
造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绿美环境，提升游览
体验，力争在 2024 年申报创建两个市级

“绿美景区”，全区 7家A级旅游景区 100%
完成绿化美化提升；把绿化美化任务与

“林长制”“河（湖）长制”工作有机结合起
来，强化绿美工作督导，确保绿化管理责
任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组织志愿者 送环保知识进校园

3月 29日至 31日，昭通市环境保护志
愿者协会组织志愿者到昭阳区第四小学，
为 8个班的学生送去环保科普知识和“绿
色小课堂”，活动的举办有效提升了青少
年爱护环境的自觉行为，营造了人人保护
环境的良好氛围。

在 3 天的活动中，志愿者为学生们讲
了以环保教育为主题的科普知识课，向学

生们讲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教导学生
们如何践行生态文明理念。课堂上，志愿
者通过播放《垃圾与污水处理》环保短片，
开启“绿色小课堂”，学生们踊跃抢答环保
问题，课堂气氛非常活跃。互动过程中，
学生们纷纷向老师表达争做“环保小卫
士”的决心。

在讲到大气污染的时候，讲解员通
过 PPT 直观地介绍了吸烟的危害，希望
学生们回到家中能劝诫吸烟的亲人早
日戒烟，自己也要避免吸入“二手烟”，
影响身体健康。五年级二班的陈同学
说：“参加这次活动，我学到了很多环
保知识，学会了垃圾分类，更了解到保
护水资源的重要性，我们要珍惜水资
源，保护家园，爱护环境。”

保护生物多样性 让昭通更美丽

5 月 22 日，昭通市生态环境局、昭通
市林业和草原局在昭阳区金融中心广场
联合举办昭通市 2023 年“5·22 国际生物
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围绕“从协议到
协力：复元生物多样性”这个主题，全面动
员社会各界参与保护生物多样性，进一步
推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全面实施。

昭通市作为自然生态保护、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重要地区，高度重视生物多
样性保护工作，划定 3个生物多样性保护
优先区域，全面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
工程、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
程，大力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全市森林覆盖率和活立木蓄
积量持续增长，共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
地 23 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 个，重
点野生动植物保护率达 90%。累计建成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2个，省级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 4个。

本次活动通过现场讲解、向市民发放
宣传资料和宣传产品、进商场宣传生物多
样性保护、开展宣传志愿服务活动等多样
化宣传方式，共计发放宣传手册 400 余
册，宣传彩页 600余份，环保手提袋 400余
个，环保宣传扇子 200余把，环保围裙 150
余条，鼓励 4家餐饮店铺通过环保围裙及
宣传彩页向顾客宣传生物多样性保护知
识，营造全民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氛
围，鼓励市民通过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

放生野生动物 营造和谐生态环境

5 月 6 日，镇雄县举办危害珍稀濒危

野生动物案涉案鸟类放飞活动，将依法查
获的 53 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画眉鸟及 7
只灰喉鸦雀放归自然。

活动现场，民警和周边群众、巡河员、
护林员、村干部依次打开鸟笼，画眉鸟、灰
喉鸦雀向赤水源茂密的树林中飞去。民
警还向广大群众宣传野生动植物保护的
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当地群众共同行动起
来，积极参与野生动植物保护，共同维护
赤水河、乌江、白水江流域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平衡。

近年来，镇雄县全力推进生态环境
保护治理工作，严厉打击非法捕捞、非
法狩猎等违法犯罪行为。3 年来，破获
相关案件 108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共 151
人，收缴电鱼机、猎捕夹等作案工具 850
余 件 ，查 获 渔 获 物 3638 条 、野 生 动 物
1080 余只。

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 草根组织意志强

“我从事生态环保工作 20 余年，决心
做一辈子的环保志愿者。”昭通市环境保
护志愿者协会首届会长、党支部书记钟
龙说。

作为昭通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的
发起人之一，钟龙认真履行环保从业者

的职责，将 20 余年的业余时间用在环保
公益事业上。先后从事环境宣教、监测
和信息化等工作，发表论文 10 余篇。承
接市科技局、市科协课题、项目 8 个。利
用业余时间推进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和实践平台的搭建。通过创新和实践，
使昭通环境科技和科普工作上了一个新
台阶，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不论走
到哪里，只要看见路人有不爱护环境的
行为，钟龙就会“路见不平一声吼”，即便
是被对方不理解，甚至斥责，也要坚决制
止其不当行为。

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是由社会各
界志愿者组成的草根民间团体，他们多次
自掏腰包，哪怕碰一鼻子灰，也无怨无悔，
向人们传递着一种环保勇气和思想。

在环保志愿者协会的垃圾分类科普
展台前，一位小学生拿起工作人员分发的
垃圾卡片，思索着应该投入哪个垃圾桶
中，最后工作人员赞许地说：“全部投放
正确，恭喜你，送你一份纪念品。”小学生
恭敬地双手接过纪念品，向工作人员鞠
了一躬。

看到这一幕，钟龙感慨地告诉记者：
“感觉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做，我们志愿者
以身作则，就是想为环保事业贡献自己的
一分力量，守护昭通的绿水蓝天。”

“编号 02 原生株树高 22 米、胸径 30
厘米；编号 ZMQ377 繁育二代植株树高
15.2 米、胸径 18.6 厘米……原生植株及
二代植株均长势良好。”日前，在巧家
县玉屏街道杨家湾村樟木箐林区，云
南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科研
所 工 作 人 员 正 在 对 巧 家 五 针 松 的 树
高、树冠、挂果率、胸径、基径等情况进
行监测，通过监测数据来分析它的生
长情况及健康状况。监测完毕，工作
人员在树干上均匀涂抹石硫合剂，以
预防病虫害。

“今年 8 月以来，我们开展了林业有
害生物排查和防治工作，采取了一系列
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持续对国家Ⅰ级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巧家五针松开展有效
保护。近段时间，随着天气逐渐转凉，有
害生物交配、产卵进入高峰期，为夯实秋
冬季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我们组织
工作人员逐一排查巧家五针松的长势情
况，并给巧家五针松刷石硫合剂、补充营
养等。”云南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
局科研所副所长胡艳萍如是说。

巧家五针松于 1990 年 3 月首次被

发现；1991 年，西南林学院（现西南林
业大学）树木学教授李乡旺等人赶赴
杨家湾进行专题调查；1992 年，李乡旺
教授发表论文，将此树命名为五针白
皮 松 。 1999 年 8 月 ，国 家 林 业 局 发 布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植 物 名 录（第 一
批）》，以“巧家五针松”为名将其确定
为 国 家Ⅰ级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植 物 ；2002
年，国家将其分布区及周围 1193 公顷
森 林 纳 入 保 护 区 总 体 规 划 ；2012 年 9
月，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全球 100
个最濒危物种之一。目前，巧家五针
松野外存活原生植株 34 株，分布于巧
家县玉屏街道杨家湾村樟木箐、中寨
乡付山村徐家湾。

“今年年初，我们在对巧家五针松
开展日常监测时，发现巧家五针松部分
原生树出现了树干开裂、树梢枯黄等现
象。”胡艳萍说，云南药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护局后来邀请了西南林业大
学生物多样性保护学院教授实地开展
联合调研考察和现场防治指导，准确
了解巧家五针松致枯原因，更好地开
展巧家五针松的病虫害防治和保护工
作。通过加大保护及抢救力度，最大
限度延缓巧家五针松原生植株自然衰
退进程。

据了解，因巧家地处金沙江干热河
谷地带，具有纬度低、气温高、降雨量
低、干旱等气候特征，这些因素容易滋
生小蠹虫；加之巧家五针松原生树分布
区域宜地条件差，土壤贫瘠，这些因素
也易导致蠹害。2020 年，工作人员在进
行秋季松材线虫病普查时，发现杨家湾

片区 2019 年枯死松树部分又抽新梢，普
查结果显示该地区的松褐天牛、小蠹虫
等害虫虫量在 2019 年的基础上已经呈
数倍增长，极有可能形成虫源地而导致
暴发成灾，对杨家湾片区健康松树特别
是极小种群物种巧家五针松形成危害，
同时增加松材线虫病传入的风险。因
此，云南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加强对松褐天牛、小蠹虫等害虫的除
治，在杨家湾片区枯死松树集中分布区
及其周边按 100 米每台的间距布设诱捕
器，对该区域的松褐天牛、小蠹虫等害
虫进行诱捕清除。截至目前，共布设诱
捕器 100 台，诱捕任务实施周期为 2022
年至 2025 年。

张吉贵是云南药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护员，他除了日常巡护外，还要
收集每台诱捕器诱捕到的害虫，每 10 天
收集 1 次，固定统计其中 20 台诱捕器中
的害虫数量，由科研所对数据进行分
析。同时，结合收虫和更换诱芯（添加
引诱剂），定期巡查诱捕器，清洗集虫
罐，检查诱捕器或其构件是否松动、脱
落或破损，以及残留在集虫漏斗上的杂
物，确保诱捕器处于良好工作状态。

“ 刚 安 装 好 的 那 段 时 间 ，每 个 诱
捕 器 每 次 都 能 收 集 到 10 多 只 松 褐 天
牛，现在诱捕器里基本没有了。通过
利 用 诱 捕 器 对 这 些 害 虫 进 行 长 期 治
理 ，有 效 控 制 该 片 区 害 虫 的 数 量 ，防
止其大量繁殖形成新的虫源地，从而
达到维护该区域森林生态平衡、保护
极 小 种 群 物 种 巧 家 五 针 松 原 生 树 种
的 生 存 环 境 的 目 的 。”张 吉 贵 在 检 查

诱捕器时说。
除了安装 100 台诱捕器进行诱捕害

虫外，对于树势衰弱的巧家五针松原
生植株，工作人员还通过注射营养液
以增强其自身抗病能力，延缓其自然
衰退进程。工作人员介绍，根据目测，
近几年都没有抽新梢的部分五针松在
输了 3 次营养液后已抽出新梢。目前，
巧家五针松在工作人员的精心呵护下
茁壮成长。

为扩大巧家五针松种群数量，降低
其灭绝风险及濒危程度，云南药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与相关科研单位
共同实施多个保护项目，通过就地保
护、近地移植、迁地移植等措施，共同对
巧家五针松进行科学研究和抢救性保
护。经过多年的努力，巧家五针松原生
植株已经全部编号挂牌，并进行了单株
GPS 定位，实现生长发育情况和植被群
落长期监测。目前，在巧家县境内多
处累计移植五针松植株约 7000 株，在
巧家县境外累计移植 1283 株。2023 年
统计数据显示，巧家县境内野外移植
存活五针松植株 2677 株、境外存活植
株 980 株，除野生植株外，现总共繁育
保存了巧家五针松幼苗幼树 3657 株，
2023 年播种育苗 1000 余株。

昭通当好生态环境保护的“尖兵”
记者 杜恩亮 通讯员 赵仕昆 文/图

筑 牢 巧 家 五 针 松 保 护 屏 障
通讯员 姜连聪 文/图

巧家五针松原生植株及二代植株均长势良好，工作人员正在刷石硫合剂。

市环境保护协会志愿者向群众宣传环保知识。 市环境保护协会志愿者送环保知识进昭阳区四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