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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把全面推行河（湖）长制

作为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的重要抓手。2016年11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决定2018

年底前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河长

制，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提出全省提前一年全面建立河湖库

渠全覆盖的五级河（湖）长体系和

三级督查体系。

目前，云南省六大水系及牛

栏江、九大高原湖泊都设立了省级

河（湖）长，全省7127条河流、53

个湖泊、7103座水库、7992座塘

坝、4549条渠道实现河（湖）长制

全覆盖。河（湖）长以“钉钉子”

精神，守护着云岭大地上的每一条

河、每一面湖。

发挥生态优势

建设最美省份

绿色是云南构筑山水田园画

卷的生命底色，也是云南发展的基

础。70年来，云南通过不断加强

生态保护建设，发挥资源优势，为

“建设最美省份”夯实基础。

西双版纳州是亚洲象的生存栖

息之地。由于受人类活动和环境气

候变化影响，大象的生存空间急剧

减少。为保护亚洲象，云南于1958

年、1980年先后建立了以亚洲象为

主要保护对象的西双版纳和南滚河

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后又为保

护亚洲象建立了2个省级和1个州级

自然保护区。这些自然保护区使亚

洲象及其栖息地热带森林得到有效

保护，在国外亚洲象总量不断减少

的形势下，云南的亚洲象数量逐渐

增加。30年间，全省亚洲象数量由

150头左右增长至目前的300头左右。

生态环境优良是西双版纳州最

显著的特色和最大的比较优势，在

西双版纳州，生态环境保护在各级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指标体系

中的权重达21.5%。该州先后制定

实施《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森

林资源保护条例》等20多部与生态

建设和环境保护相关的单行条例，

把改善环境质量作为更具约束性的

硬指标。如今，西双版纳州的国

家、州、县三级自然保护区面积已

增至622.8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80.89%，单位面积森林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价值居全国第一位。

在云南西北的迪庆州，20世纪

60至80年代，天然林采伐收入占财

政收入比重一度达80%。1998年起，

迪庆州确立了“生态立州”的绿色

发展之路，推进退耕还林、退牧还

草、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工程，加大

了对森林、草原、湿地、冰川等的

保护。如今的迪庆州，森林覆盖率

达75.03%，冬季的纳帕海湿地成为

候鸟天堂，吸引着大量观鸟爱好者，

拉动了迪庆州冬季旅游市场发展。

满眼翠绿，万顷风光旖旎。

云南70年来坚持的生态建设“绿

色投入”，如今成效已显现出来。

封山育林、人工造林增加全省绿化

面积，以小流域为单位实施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经过农田水利、坡改

梯、中低产田地改造等措施开展农

田基本建设……数十万平方公里水

土流失面积得到治理，全省森林覆

盖率超过60%，森林蓄积量近20亿立

方米，2018年全省林业总产值超过

2200亿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成云南生态建设主旋律。

70年发展至今，云南已建立

161个自然保护区、18个国家湿地公

园、13个国家公园，全省90%以上的

典型生态系统、85%以上的重点保护

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由18个增加到39

个，林地面积、森林面积、森林蓄

积量等3项指标均居全国第2位。建

成了4个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州市县、

10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85个国家

级生态乡镇。

一片又一片的绿，承载着让云

南美起来、富起来的梦想，更引领

七彩云南以生态文明观走出一条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特色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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