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 2021·05

先锋经验J

大理州大理市古生村是洱海畔的一个白族古村落。2015年1月20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来到古生村，称赞古生村“让人颇为羡

慕、舍不得离开、记得住乡愁”，并在洱海边留影“立此存照”，叮

嘱干部群众一定要保护好洱海。如今，6年过去了，从洱海保护到村民

的生产生活，古生村发生着可喜的变化。

洱海一度污染严重

苍山脚，洱海畔，一条草木葱郁的生态廊道出现在洱海沿线，犹

如给洱海戴上了一个绿色花环。

古生村村民李延芬的家，位于生态廊道外侧。面湖一侧，湖面水

鸟纷飞，消失已久的海菜花逐渐露出水面，鱼儿在水中畅游……

“这几年洱海水质越来越清，快赶上我们小时候了。”42岁的李

延芬是一名党员，她见证了洱海和古生村发生的变化。

李延芬家祖祖辈辈临洱海而居，“靠水吃水”。在她记忆中，

洱海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古生村人。“小时候，手放到洱海里捧一捧

水，就能捞起不少鱼虾。”李延芬说。

随着经济发展，村民开始种植烤烟、大蒜，越来越多的农田里搭

起大棚，用起了塑料薄膜，农药、化肥包装袋随处可见。眼看洱海水

质一天天变差，李延芬心痛不已。

由于污水排放、网箱养鱼、围湖造田等，古人笔下“澄明万象

丽，照耀金银宫”的洱海，曾经一度变成“臭海”。1996年和2003

年，洱海两次爆发蓝藻。“整个湖面飘着厚厚的一层绿色的东西，几

乎看不到水了。”李延芬对此记忆犹新。

全民参与抢救母亲湖

2014年起，李延芬利用自家面湖的房屋开起餐馆，每天可入账数

千元。李延芬的父母、丈夫都在店里帮忙。

收入虽增加了，可看着眼前的母亲湖不时浮起一片蓝藻，李延

芬却心生忧虑。“不知道我们的孩子长大了，还能不能看到这一湖

清水”。

大理古生村：党建引领洱海治理

百余公里的洱海生态廊道基本建成

洱海治理刻不容缓。进入21世纪，

大理州委、州政府采取多种措施进行保

护治理，然而，由于保护治理的复杂性

和艰巨性超乎寻常，洱海保护治理形势

依然严峻。

2016年11月开始，大理州开启“抢

救模式”治理洱海，以“壮士断腕”的

魄力展开洱海治理“七大行动”。为减

少入湖污染，2018年，大理划定了洱海

生态环境保护“三线”，所有在生态红

线之内的民宅都拆除腾退到红线外，并

实施环洱海流域湖滨缓冲带生态廊道建

设工程。

古生村党支部通过召开户长会、村

民大会等，利用黑板报、广播等宣传方

式，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

和对洱海保护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以及

美丽乡村建设理念，宣传到古生村每家

每户，号召和动员全体村民参与建设。

恢复生态党员作表率

为了建洱海生态廊道，距湖边15米

范围的房屋都要拆掉，以便把湿地恢复

起来。李延芬家的餐馆，正好在拆迁范

围之内。

望着面前波光粼粼、霞光潋滟的

洱海，内心有个声音不断提醒李延芬：

“我是党员，应该坚决响应党的号召，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拆！”

虽然父母、丈夫都不同意，但李

延芬不断给家里人做思想工作。“拆迁

是为了以后能更好的发展，不如趁现在

政策好，赶紧拆了。”在李延芬的劝说

下，一家人达成共识。她成为村里第一

个在“三线”划定中带头拆除靠近洱海

房屋的村民。

有了李延芬一家带头拆迁，村里的

党员干部挨家挨户、一遍又一遍地给村

民做思想工作，面对面与搬迁户沟通。

一次不行两次、三次……最终，古生村

生态红线内的53户全部进行了拆迁，整

体退让和拆迁工作进展顺利。

如今，新建成的洱海生态廊道把

沿岸各村连接在一起，使各具特色的白

族传统村落成为“围绕洱海的一串珍

珠”，同时也带动了周边旅游经济发展

和就业，拓宽了村民的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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