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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云南日报记者 胡晓蓉）
在 2025 年“六五环境日”即将来临之
际，6月 4日，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相关
部门共同发布《2024年云南省生态环
境状况公报》。

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
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
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云南“努力
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重
大使命，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全省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突出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高原湖泊保护治理、生物
生态安全风险防范等重点工作，全面
推进美丽云南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成效。

大气环境质量方面，2024 年，全
省环境空气质量持续保持稳中向好，
16 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环境空
气质量总体保持良好，环境空气质量
综 合 指 数 平 均 为 2.47；细 颗 粒 物
（PM2.5）年平均浓度为 20.5 微克/立

方米，臭氧（O3）90 百分位数浓度为
128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率为
99.1%。16 个城市 6 项污染物年均值
及相应百分位数平均值均达到或优
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
2012）二级标准要求，其中，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和一氧化碳达到一级标准，
臭氧、可吸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达到
二级标准。

水环境质量方面，2024 年，全省
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向好，全省
508 个国考、省考断面/点位中，水质
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的断面/点位
466 个，占 91.7%，水质重度污染（劣
于 Ⅴ 类）的 断 面/点 位 8 个 ，占 比
1.6%。河流总体水质优，6 大水系水
质均为优。开展监测的 219 条主要
河流（河段）的 389 个国控、省控断面
中 ，369 个 断 面 水 质 优 良 ，占 比
94.9%，其中 278 个达到Ⅰ—Ⅱ类标
准，水质优；无断面水质劣于Ⅴ类标
准。开展监测的 41 条出境、跨界河
流的 49 个监测断面均符合Ⅰ—Ⅱ类
标准，水质优。全省主要湖库水质总
体良好，开展水质监测的 90 个主要
湖库中，水质优良的 76个，占 84.4%；

水质重度污染劣于Ⅴ类标准的 4个，
占 4.4%。46 个州市级饮用水水源地
43个水质达标，达标率为 93.5%。192
个县级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189
个水质达标，达标率为 98.4%。

城市声环境质量状况方面，全省
16个州（市）共设置623个道路交通噪
声监测点，昼间等效声级值为 64.4分
贝，声环境质量好。共设置2270个区
域声环境质量监测点，昼间区域声环
境质量等效声级值为 51.2 分贝。共
设置 125 个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
点，昼间达标率为 98.8%，夜间达标率
为94.9%。

自然生态方面，2024年度全省自
然生态环境与2023年度相比，保持稳
定。全省共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11.35万平方公里。辐射环境方面，全
省共布设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点位 325
个，辐射环境质量保持良好，均处于
历年监测结果正常涨落范围内。

我省持续抓实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问题整改，截至 2024 年底，第三轮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的 3143
件群众举报件，共办结 2780 件，办结
率88.45%，反馈的40个问题正在推进

整改。国家移交长江经济带生态环
境警示片披露问题96个，完成整改83
个，大理白族自治州西洱河四级坝脱
劣攻坚成效被列为国家长江经济带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正面典型案
例。第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反馈的 1199个问题完成整改 754个，
1964件群众举报件完成整改1898件。

2024年，我省探索建立多部门联
办、基层网格管理等工作机制。先后
42次深入群众投诉问题整改一线开展
现场督导帮扶，帮助解决问题 90 余
个。全面完成100件群众投诉件整改，
未出现重复投诉及群众不满意情况。

下一步，全省将持续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
精神，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
取、真抓实干，按照“保护为先、治污
为重、扩绿为基、转型为要、发展为
本”的总体思路，协同推进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聚焦打好“三场硬仗”
和抓实“8 件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
护，持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水平，筑
牢祖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推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云南建设。

《2024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

美丽云南建设取得新成效

本报讯（记者 苏 秀 杨金飞）6月
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杨承新到昭阳
区调研住宅小区突出问题整治工作，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深入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以
硬举措啃硬骨头，全力破解民生痛点、
守护万家安居。

“小区业委会成立情况如何？物
业收费是否规范？供电供水是否做到
一户一表？”带着这些民生关切，杨承

新走访了桃源小区、省耕山水、园艺所
家属区、盛世荷苑等居民小区，实地了
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现场办公推动
解决民生痛点。

在随后召开的专题会上，杨承新听
取各专班工作汇报后指出，住宅小区突
出问题整治工作是解决居民关切问题
的民生工程，是检验干部政治担当的实
践考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发扬
攻坚精神，牢固树立“群众诉求就是整
治方向”的工作导向，站稳人民立场，按

照“保安全、保必要、保基本”原则，突出
解决供水、供电、燃气、消防、不动产登
记、物业管理、基层治理等重点问题，确
保如期完成整治任务。

杨承新强调，要精准分类、精确施
策，坚持“一小区一方案、一问题一措
施”，做到老旧小区重点解决基本功能
老化、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新建小区
重点解决不动产登记难、公共配套不
完善等问题。同时，要强化党建引领，
推动社区、物业、业主三方协同治理，

逐步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责、居民
主体”的共治格局。

杨承新要求，要各司其职、扛牢担
当，围绕组建一个专班、建立一套机
制、解决一批问题“三个一”要求，压实
部门责任、属地责任、挂联责任“三个
责任”，以作风务实保障工作扎实，确
保整治工作有序推进、整治成效可感
可及，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王东锋参加调研。

杨承新调研住宅小区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时强调

以硬举措啃硬骨头 全力破解民生痛点 守护万家安居

本报讯（记者 杨 芳 苏 燕 安德立）6
月 5日，2025年“六五环境日”昭通市主场
活动在“云南北大门”水富市举行。本次
活动围绕“美丽中国我先行”主题，全面展
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突出成就，动员全社
会做生态文明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
践行者。

“此次活动聚焦美丽昭通建设目标
及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发布实践
性成果，为加快推进‘生态强市’建设凝
聚共识、汇聚力量。”昭通市生态环境局
相关负责人说，“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来，共同建设美丽
家园，让昭通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景更美。”

昭通地处长江上游、金沙江下游，是
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
昭通市坚定不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指引，深入践行“两山论”、走深走实

“两化路”，扎实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治
理。赤水河（昭通段）入选全国第二批美
丽河湖优秀案例；全市国控地表水环境
质量连续 4 年稳居全国前 30 位，在全省
排名第一；昭通中心城市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率稳定保持在 99%以上；建成 2个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 4 个省级示
范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取得明
显成效。

活动现场设立了咨询台，为公众答疑
解惑，全方位、多角度宣传生态环境保护
的重要性。通过DIY生态瓶制作、认养绿
植、有奖问答等互动环节，以及发放宣传
资料和纪念品，将环保理念巧妙融入日常
生活。环境日公益宣传片的播放，让在场
人员直观感受生态保护的重大意义。学
生代表、企业代表、志愿者代表共同发出

“共护美丽长江，志愿有我”倡议，呼吁大
家积极投身生态环境保护。

“作为新能源生产企业，废气处理主
要是采用脱硫塔进行四级脱硫，达到清
洁生产标准。国家废气排放标准中，二
氧化硫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为每立方米
550毫克，我们处理后基本上在每立方米
5毫克左右，远远优于国家排放标准。”云
南中晟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环保工程师
张大兴说。

云南水富云天化有限公司环保管理
专员邢云亮表示：“我们要严格遵守环保
法律法规，严格执行排污许可管理规定，
积极践行企业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持续加
大环保投入，推进环保先进技术应用，为
地方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企业
贡献。”

水富市青年志愿者罗光平说：“我会
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带动家人和朋
友坚持绿色出行，不使用一次性塑料袋，
共同建设美丽昭通。”

“在扔垃圾时，我会做好垃圾分类；在上学和放学
时，我会选择走路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绿色出行。”水
富二中初一年级学生王子研呼吁，“希望同学们保护生
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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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礼琼 闵光景/
文 通讯员 宋星坤/图）6月 5日上午，
由昭通市融媒体中心、昭通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支队主办的昭通市第二十
届“爱心送考”大型公益活动启动仪
式在望海楼公园举行。这场延续 20
年的公益活动，再次在夏日拉开序
幕，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考学子保驾
护航。

今年“爱心送考”的主题是“时间
的礼物——朝暮锦程、昼夜坦途”。
启动仪式现场气氛热烈，爱心司机代
表及学校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回
顾过去 20 年“爱心送考”的温暖历
程。市公安局昭阳分局交通管理大
队发布了此次活动的交通保通方案
和应急预案，确保高考期间道路交通
安全顺畅。

连续参与 19 届“爱心送考”的司
机郭天果如约来到现场，分享自己的
送考故事。“我坚持送考，就是为了给
社会减轻点压力，为考生增加一些安

全感，让他们考试途中不用担心迟
到。”郭天果坚定地说，“就像我们当
初说的‘爱心爱心，其利断金，送考送

考，坚持到老’，只要身体允许，我就
会一直参与‘爱心送考’！”

在郭天果这样的“送考老将”身

旁，今年的爱心车队也迎来了许多新
面孔。初次参与的志愿者们满怀热
忱，带着精心准备的服务计划，接过

“爱心送考”的接力棒。爱心司机武
小清感慨道：“我曾是‘爱心送考’车
的乘客，被这份温暖深深触动，如今
也想把温暖传递下去。在高考这个
关键时刻，为考生和家长搭把手，既
是致敬青春，也是履行社会责任。”

仪式结束后，数百名爱心司机有
序领取“爱心送考”车贴并张贴到车
上。这些贴有醒目标识的车辆，即将
在高考期间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
成为护送考生的“希望之车”。

20年来，“爱心送考”从最初的星
星之火，逐渐形成全城接力的盛大场
面。每一年，众多爱心司机踊跃参
与，用行动诠释对学子的关爱与支
持，累计帮助考生超过100万人次，涌
现出很多感人事迹，“爱心送考”已然
成为昭通市支持教育、传播文明、传
递爱心的一张亮丽城市名片。

爱心接力温暖学子赶考路

昭通市第二十届“爱心送考”活动启动

连续参与19届“爱心送考”的司
机郭天果，被考生一句“感谢警察叔
叔”触动落泪的警官陈家伟，将昭通
视为第二故乡的重庆司机黄立云
……这些平凡而温暖的面孔，共同铸
就了昭通“爱心送考”这块熠熠生辉
的金字招牌。二十载时光淬炼中，这
项行动早已超越公益本身，化作乌蒙
大地上一簇跃动的文明星火。

从2006年至今，二十载时光里，
这爱心车轮已然碾过迢迢万里，为
逾百万人次考生铺就了奔赴梦想的

坦途。这些数字的背后，并非仅仅
是一次次交通的便捷，而是一张城
市温情与凝聚力的厚重答卷。它生
动诠释着“昭通印象”中“文明、诚
信、包容、友善、淳朴、勤劳”的丰富
内涵，更成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
活·在云南样样好、在昭通越来越
好”的具体表达。当无数如“郭天
果”这样平凡的身影年复一年汇聚，
其行为本身即是对城市精神最有力
的构建与诠释。

“爱心送考”更深远的意义，在

于其将个体自觉的“微光”凝聚为集
体恒常的“星河”。二十载的接续传
递，使爱心由一种临时自发的情感
冲动，沉淀为一种城市集体的习
惯。社会力量通过这一平台被广泛
动员组织，为考生提供稳定可靠的
援助系统。在高考这一重要人生节
点上，这种行为弥足珍贵——它不
仅是车轮上的援助，更是为年轻心
灵注入永恒的信念与力量，无声传
递着社会对奋斗者、追梦者最真诚
的托举与祝福。

当“爱心送考”的星火在乌蒙大
地恒久不熄，昭通便为“产、城、人”
的和谐发展之路增添了最温暖的注
脚。它证明，一个城市真正的活力
与吸引力，不仅在于物质的丰饶，更
在于灵魂的温度与精神的厚度。这
些平凡善举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为新时代“昭通印象”注入了最深
沉、最持久的文明动力。

当金榜题名的喜悦与车轮上的
温暖共同铭刻在城市记忆里，昭通
便为所有梦想者点亮了一座灯塔。

“爱心送考”二十载，文明星火耀乌蒙
彭念敏

本报讯（记者 魏 国）近日，云南大山包黑颈鹤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在大海子湿地开展例行
巡护时，监测到 4 只滞留的黑颈鹤幼鹤，其活动能力正
常，健康状况稳定。

目前，到大山包越冬的2170余只黑颈鹤大部队已北
迁返回若尔盖繁殖地。据专家介绍，幼鹤短暂滞留原因
有二：一是其没有强烈的迁徙需求；二是越冬地的环境
条件比较好。近年来，除大山包外，香格里拉纳帕海湿
地也曾有幼鹤滞留至6月底。

为保护黑颈鹤及其栖息地，云南大山包黑颈鹤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持续推进生态建设，建成核心区智
慧化实时监测系统，累计恢复湿地3.9万余亩，开辟黑颈
鹤食源基地3750亩，为黑颈鹤等候鸟提供了广袤的栖息
空间，保障其安全越冬。

大山包发现

4只滞留黑颈鹤幼鹤

为您导读

心理专家支招

遵循“考前+考中+考后”黄金法则
——详见第2版

金色花海润山乡
——详见第4版

产业美 环境美 生活美
——详见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