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昭通·生态 32024年12月25日 星期三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责编：张广玉 美编：刘仕川 组版：张宗健 校对：王文富 E-mail：32425145@qq.com

近年来，永善县牢固树立和践行“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坚持规划引领、科
学绿化、因地制宜，既注重数量更注重质
量，奋力书写永善城乡绿化高质量发展的
绿色答卷。把新能源建设、发展绿色农业、
生态保护修复作为主战场，强化机制、优化
服务，全力推进绿色发展提速提质，成功将
低产无效的荒山变为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依托“自然”优势，发展“绿色能源”
围绕昭通市委赋予的“绿色能源开发

利用示范区”发展定位，永善县充分利用
境内丰富的光热和风力资源，大力推进光
伏、风电等新能源开发建设，将自然资源
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推动绿色低碳发
展。截至目前，全县绿色能源装机容量达
1437.389万千瓦，其中溪洛渡水电站1386
万千瓦。在海拔2600米至2800米之间的
地区，充分发挥光照条件好、高差悬殊大
的自然优势，建成风电、光伏电站3个，总
装机容量 31.55万千瓦；建成中小型水电
站 24 座，总装机容量 19.839 万千瓦。预
计到 2025年，全县可建成风电、光伏电站
22个，总装机容量 290万千瓦，年发电量

达 45亿千瓦时，可减少碳排放 448万吨，
实现年产值 13.5亿元。一幅以水电为主
导，光伏和风力齐发力的新能源发展画
卷，正在永善大地徐徐展开。

依托“冷凉”优势，打造“云上菜园”
永善县海拔 2000米以上的地区地势

平缓，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土壤无污
染，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冷凉蔬菜生长
周期长，内部抗氧化物质含量较高，口感
鲜嫩，深受消费者喜爱。永善县以市场为
导向，推行“党支部+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产销一体化模式，成立永善
县永守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龙头企
业，推进冷凉蔬菜种植标准化、绿色化，建
成 3万亩冷凉蔬菜基地，打造“金江云上
菜园”高山冷凉有机蔬菜品牌，种植甘蓝、
娃娃菜、西蓝花、萝卜等蔬菜。用好沪滇
协作帮扶机制，完善市场和冷链物流体
系，冷凉蔬菜从“论吨卖”变成了“论颗
卖”，从农村市场走进了北京、上海、杭州
和深圳等各大城市。同时，积极完善企业
与村集体、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企
业通过土地流转、订单收购、劳动就业等
方式，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让冷凉蔬
菜产业在“云端”绽放，让群众过上更加美

好的生活。

依托“干热”优势，打响“永善枇杷”品牌
永善县立体气候特征明显，沿金沙江

海拔1600米以下的江边河谷地区，昼夜温
差达 10℃，非常适宜种植枇杷。近年来，
永善县扎实做好“产”文章，坚持生态优先，
通过政府引导、党员示范、大户带动和基地
示范等方式，引导群众科学种植、规范管
理，形成了“育、种、防、产、销”全产业链发
展体系，永善枇杷饱满圆润，肉质细嫩、汁
多味甜，深受消费者喜爱。截至目前，全县
枇杷种植面积达8万亩，其中挂果投产4.5
万亩，预计产值可达3.15亿元，小枇杷正逐
步发展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2021
年，永善枇杷获国家地理标志认证；2022
年，永善枇杷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称
号。2024年，永善县举行品牌发布会，正
式发布永善枇杷国家地理标志品牌，打响
了“永善枇杷”品牌，提升了永善枇杷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永善以生态、品牌、电商、
农旅赋能枇杷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
全面振兴。

依托“河谷”优势，香麻“花椒添味”
永善县花椒种植历史悠久，这里

出产的花椒色泽鲜艳、麻味十足，是独
具特色的调味佳品。乡村要振兴，产
业发展是关键。永善县依托金沙江干
热河谷特有资源禀赋和气候优势，加
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积极发展花椒
特色产业，探索绿色发展之路；优化花
椒产业发展布局，积极构建“一村一
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在海拔 600—
1600 米 的 地 区 以 发 展 青 椒 为 主 ，在
1600—2200 米 的 地 区 以 发 展 贡 椒 为
主 ，为 群 众 提 供 科 学 种 植 、采 摘 、烘
干、加工等“一条龙”服务，做到扩大
面积和提质增效并重并举，全县花椒
种植面积 30 余万亩，年产值约 7.39 亿
元，制作成的花椒油、花椒粉等成品，
通过电商平台飞越千山万水，卖到大
城市。山旮旯里的花椒，不仅富了村
民，还绿了山坡。

依托“政策”优势，筑牢“绿色屏障”
永善县地处金沙江上游，金沙江流

经境内 175.45 公里，这里地形地貌复
杂，生态环境敏感脆弱。2016 年，国务
院将永善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
在资金、政策上获得了上级的支持。在

“不让保护者在收益上吃亏，要让保护

者通过生态补偿获益，满足其基本的经
济社会民生发展的需要”生态保护补偿
政策的支持下，8 年来，永善县共获得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 3.791
亿元，为永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维护
生态安全提供了资金保障。永善生态
保护修复“十大行动”有序开展，河湖长
制全面落实，长江“十年禁渔”持续推
进，多措并举推进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
复，纵深推进美丽永善建设，全力打造

“绿色门面”“绿色地带”，让永善群众开
窗见绿、出门进园，营造了一个便捷、舒
适、优美的公共绿色活动空间，打造宜
居、宜业、宜游“永善人家”新名片，让金
沙江沿岸聚绿成金、点绿成金、植绿添
金，实现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满
意度。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永善
县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构建“清洁能源+
绿色农业”新发展格局，深入推进生态保
护修复，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生动展现了“既有绿水青山、又有净美
人居，既有现代城镇、又有田园诗意”的新
永善。

永善：以生态“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
◆记者 杨 杰 通讯员 皮正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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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时节，镇雄县果珠乡鱼洞村雨雾
蒙蒙，寒气袭人。赤水河畔，长江上游珍
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管护
局（以下简称“云南管护局”）鱼洞生态观
测点略显拥挤的办公室里，两名精神饱满
的“护鱼人”正在与观看水下实时监控视
频的来访者认真交流。

“鱼类资源恢复明显，鱼翔浅底再现
赤水源头。”云南管护局镇雄管护站工作
人员褚跃峰开心地告诉大家，监测数据表
明，赤水河流域云南段鱼类资源种类已从
2020年初的36种恢复到了目前的43种。

近几年来，昭通市在多措并举推进赤
水河流域保护治理、确保一河清水出云南
的同时，采取全面禁渔、精细管控等多种
务实措施，倾力抓好赤水河流域鱼类保
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全市上下联动，治水禁渔同步高效推进

昭通市是赤水河的源头，境内干流全
长97千米，流经镇雄、威信两县，涉及17个
乡镇152个村（社区）104万人。近年来，昭
通市围绕把赤水河打造成为“长江上游最
美生态河流、践行‘两山’理念样板典范、流
域绿色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3大目标，
统筹左右岸、上下游、干支流，一体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沙治理，推动流域生态环境持
续改善，出省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Ⅱ类。

一段时期，赤水河流域部分河段因小
型水电站开机后导致河道减脱水严重、河
流被严重阻隔、河流生态功能丧失，生态环
境受到严重破坏。为恢复河流连通性、保
护珍稀特有鱼类，昭通市下定决心，主动拆
除赤水河小型水电站17座，并全部完成生
态恢复。

镇雄县拆除的9座小型水电站涉及6
个乡镇，其中干流4座、支流5座。小型水
电站拆除后，开展栖息地修复3处（保护区
核心区2处），修建丁坝9条，形成回水滩沱
4000平方米。

在云南管护局的指导下，镇雄县、威
信县在赤水河沿河岸关键路口、生境点位
等设置界碑、警示牌、宣传展板等，建立科

普教育基地，每年在保护区周边乡镇及学
校开展护鱼护河、禁渔宣传演出、绿色产
业培训等活动，强化法律法规宣传，提升
保护区周边群众生态保护意识，树立生态
文明理念，切实加强保护区珍稀特有鱼类
保护。

为进一步增强赤水河鱼类资源保护实
效，昭通市以长江十年禁渔为契机，把打击
非法捕鱼作为重中之重，配置渔政执法力
量、执法车辆和取证设备，组建民间河长、
群众护渔队伍，健全完善巡查执法、村规民
约、举报奖励等制度，持续开展禁渔联合执
法，严密防范和打击非法捕捞行为。

“没有实施禁渔前，村民沿河捕鱼的
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出现过用电、用药将
河里大小鱼‘一锅端’的情况，因捕鱼损坏
庄稼地而引生纠纷的情况也不少。我以

前也经常到河里捕鱼，还多次以村委会监
委主任的身份调解因捕鱼引发的矛盾。”
家住赤水河边、45岁的鱼洞村街上组村民
姚明昌 2021年被聘为生态观测点看护人
员，他对禁渔前的相关情况十分了解。

讲起自己由“捕鱼人”变为“护鱼人”
的经历，姚明昌颇为感慨。他说：“现在完
全不一样了，村民积极参与护鱼，发现异
常情况会立即上报，村里 9.5千米责任段
非法捕鱼的行为几乎绝迹，2023年仅出现
一起外地务工人员私自在河里捕鱼的行
为。看到河里的鱼儿越来越多，大家都很
开心。”

强化科技支撑，水下陆地同步监控管理
为观测野外珍稀特有鱼类种群恢复

情况、构成情况、生活繁殖习性等以及保

留重要观测资料，云南管护局在赤水河关
键生境点位规划建设了 8个视频终端，除
水下、陆地可实现 24小时视频监控外，还
具备水质数据（每次 5 分钟）及气象数据
监测（每次 10 分钟）手机端实时查看功
能。截至目前，累计建成智能监管平台 2
个，前端视频监控点位23个。

褚跃峰介绍，赤水河镇雄段现有 11
名巡护员和 1 名生态观测点看护人员，
2023年起，工作人员依托“珍稀鱼类保护”
App，参与日常巡护管理工作。巡护员巡
护任务分别按鱼类繁殖月份、周边人口密
度、关键生境以及各自所巡护河段长度等
进行次数调整（全境每月 7—10次），年均
巡护次数达1000余次、巡护里程25000余
千米。管护站工作人员坚持在一线开展
资源监测、工程监管等工作，并定期对涉

及保护区重点工程建设的 5 个生态补偿
项目实行工程施工环境监管。

据了解，昭通市赤水河流域小型水
电站拆除后，实施的鱼类栖息地修复工
程为鱼类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赤水
河流域鱼类早期的补充功能明显增强，
现已探明的保护区鱼类产卵场有 12 处，
产卵场环境良好。

近几年来，昭通市持续开展赤水河增
殖放流、小种群构建等工作，迄今增殖放
流 555.8万尾。镇雄县、威信县累计放流
96.7 万余尾珍稀特有鱼苗，包括圆口铜
鱼、金沙鲈鲤、云南光唇鱼以及昆明裂腹
鱼等。

目前，云南管护局已在赤水河镇雄段
与云南省渔业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水
生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
所等科研单位合作开展 25个监测断面的
资源监测以及科学研究等工作，仅 2024
年就实施了12次资源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2020年以来，以金沙
鲈鲤、青石爬鮡、岩原鲤等为代表的珍稀鱼
类出现频率及分布范围明显增加，赤水河
流域实施禁渔后，鱼类栖息地的有效生存
空间明显扩大；部分河段已经出现鱼类集
群索饵的可喜场面；昆明裂腹鱼和云南光
唇鱼等指示性物种及优势种群年龄结构趋
于合理；监测渔获物中对环境压力敏感的
中大型鱼类数量及占比大幅增加，还采集
到大口鲇、鳜鱼等顶端掠食性鱼类，表明赤
水河流域水生生态系统的群落结构趋于复
杂和稳定。今年4月21日，在镇雄县赤水
河庙子落水洞河段首次采集到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长薄鳅。

褚跃峰认为，一系列监测数据已充分
说明，《云南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颁布
实施后，经过昭通市各级各部门和全社会
的共同不懈努力，赤水河流域鱼类生物多
样性水平正在逐年稳步提升。

昭通倾力治水护鱼，赤水河鱼类恢复至43种
中国环境报记者 蒋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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