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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应国）近年来，
祥云县采取保护湿地、退耕还林还
湿、改善湿地水质等措施，因情施策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优化候
鸟的生存环境，切实保护好原生态的
湖泊、湿地，给鸟类营造了一个安全
的栖息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
得实效。青海湖成为越冬水禽的重
要栖息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
环境持续向好，重建了绿水青山美丽
家园。

探索湿地补偿保护新机制，强化源
头保护工作。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创
新保护和发展模式，持续开展县域生
物多样性调查、评估和监测，重点调查
评估区域内的植物植被、兽类、鸟类、

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外来物种和生
态环境，建立县生物多样性基础数据
库，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维护生态系
统多样性，增强生态系统功能。根据

《林木种质资源库建设项目总体规划》
要求，利用地理信息与监测管理平台
等新技术，对保护区进行智能化、科学
化监测管理，有力推进了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的开展。经与院校联合开展
森林生态系统科学考察，仅在水目山
自然保护区内就记录到维管植物 110
科 252 属 334 种，其中包括原生种子植
物 92 科 218 属 296 种，建立和完善物种
资源定期调查与数据库更新维护制
度，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名单，依托自
然资源优势，形成在发展中保护、在保

护中发展的新机制。
修复治理和保护城乡湿地，“腾笼

换鸟”优化布局。以水环境治理倒逼
产业结构调整，积极整合现有资源，在
对青海湖水库进行整治的同时，还对
小官村水库、品甸海水库、浑水海水库
等水库进行生态治理，相继在县城和
小官村水库、青海湖水库等地建成多
片湿地系统，在县城建成玉波湿地公
园、城郊青海湖畔水涨地村打造生态
湿地公园。截至目前，全县有河流湿
地 750 多公顷、湖泊湿地 700 多公顷、
库塘湿地近 2000 公顷、运河及输水河
湿地近百公顷，形成了水生或湿生物
种多样性的湿地生态系统。坚持“腾
笼换鸟”和“留白增湿增绿”相统一，腾

出空间进行生态重塑。
打造多样性自然生态环境，保护

古树名木。不断完善保护长效机制，
强化保护工作措施，进一步摸查全县
古树资源，落实“一树一档”古树名木
图文档案，并严格按“一树一档”要求
对古树进行动态管理，全力推进古树
名木保护工作。今年 3 月以来，祥云
县林业和草原部门组织深入各地现
场确认测量，完成了县域内 228 株古
树名木、8 个古树群落“新身份证”核
实，完善了原有及新增古树名木、古
树群落的生长环境、长势情况等信
息，完成了数据规范入库工作。同
时，对水目山自然保护区 6株古树进行
复壮。

祥云县生物多样性保护卓有成效

本报讯（通讯员 赵思兰）今年6月
是全国第 23个“安全生产月”，6月 16日
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6 月 15 日，
大理市凤仪镇联合中央储备粮大理直属
库有限公司、中石油大理分公司等部门，
在凤中路开展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
急——畅通生命通道”为主题的安全生
产月暨“安全宣传咨询日”宣传活动。

上午 9 时，参加宣传活动工作人员
早早地就来到了凤仪镇凤中路活动现
场，通过设立宣传咨询台、悬挂横幅标

语、摆放宣传展板、展示防灭火器材等
应急救援装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
解等方式，向群众普及生产安全、交
通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用电用
气安全、防灾减灾及应急避险知识，
面对面解答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问
题，引导群众牢固树立安全防范意识，
掌握安全生产相关知识，增强应急避险
处置能力。

活动当天，共发放安全宣传资料
5000余份、宣传手提袋1000个。

大理市凤仪镇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

巍山县牛街乡消防队队员向
商户宣传消防安全知识，帮助商户
下载“消防志愿者”小程序。（摄于
6月18日）

近期，巍山县扎实开展“安全
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组织辖区
各乡镇专职消防队队员走村串户，
向群众宣传讲解消防安全知识，努
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的社会氛围。

［通讯员 赵玉娇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李灿美 王敏） 近
日，漾濞县林草局牵头，联合县公安局、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农业农村局等多
个部门，开展“清风行动 2024”打击野生
动植物非法交易联合行动。

联合执法检查组先后到漾江镇、
顺濞镇，对林区、野生动物栖息地开展巡
护巡查，并对辖区内餐饮、农贸市场、快
递物流、花鸟、药材和商品市场等场所开
展联合执法检查，认真检查经营主体是

否存在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寄
递、加工、食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违法
行为。同时，开展了野生动植物保护及
普法宣传，鼓励广大群众举报、抵制破坏
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

此次联合行动，共出动 30 车次，巡
护、巡查人员 220 人次。巡护检查重点
乡镇 2 个，检查中草药铺 30 余家，苗圃
20 余家，农家乐、饭店 300 余家，发放宣
传材料1500余份。

漾濞县开展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联合行动

永平县纪检监察干部在水泄乡世兴村田口小组向农户了解冬早玉米种植收成和
相关部门履职情况。（摄于6月12日）

永平县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粮食安全，围绕技术服务、农资保障、惠农政策落实等
重点事项，深入一线靠前监督、跟进监督，层层压实相关部门责任，及时纠治突出问
题，以有力有效监督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通讯员 叶卫花 摄］

□ 通讯员 李克钊 鞠强 文／图

午饭后，太极山护林员双荣和李连中
像往常一样，带着军用水壶和挎包等工
具上山，开始了一天的森林巡护工作。

太极山是弥渡境内第二高峰，位于
弥渡县密祉镇境内，地处弥渡、巍山、

南涧三县交界处，距弥渡县城 49公里，
林地面积约 26.7 平方公里，最高海拔
3061.4 米，是省级风景名胜区，也是州
级自然保护区。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太极山及其
周边森林资源、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
坏。1987年，弥渡县人民政府为保护好

太极山历史文化遗迹和生态环境，成立
了弥渡县太极顶国有林场，加大对太极
顶周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力度。
双荣、李连中等人成为太极山护林员，
这一干便近40年。

据密祉镇林业和草原工作站站长
洪晓云介绍，护林员的主要工作就是对
太极山的森林草原、野生动物进行监测
和保护，在防火期加强防火宣传、做好人
员登记、野外巡护等工作，通过划定管护
区域进行网格化管理，守护好这片青山。

“一开始我们分两头巡山，北边的
巡山路线有7公里左右，南边的10公里
左右。回来吃过晚饭还要去路口上堵
卡。”护林员李连中说，因为走的山路
多，一双胶鞋最多能穿半个月。

说到过去的护林经历，几位护林员
至今仍历历在目。早期的天然林密度
低，地表林草植被稀疏且脆弱。因此，
每每遇到偷牧、伐木、火灾隐患等问题，
他们都严格按章办事，绝不讲私情。

双荣说：“那个时候乱砍滥伐的人比
较多，这些山大部分都是光秃秃的，有
些是住山户挖山地，有些是砍柴、砍木
料……护林难度大。一些乱砍滥伐的人

还不讲道理、态度蛮横，我们同样要坚
决制止。有的被发现后逃跑，我们还得
去追……总之什么样的问题都会遇到。”

和双荣一样，虽然已经当了几十年
的护林员，李连中对待破坏太极山森林
资源的行为依然有错必纠、尽职尽责。

“我们以教育为主，好好地说服、宣传，
情况也慢慢地好转。”李连中说。

太极山这群默默无闻的护林“老
兵”行走在这片土地上，一步一个脚
印建立起了太极山的守护屏障。他
们经历过大雪封山，住过牛棚、吃过
野菜，也历经了手工记录、人工分析
数据的年代……经过各级林业人数十载
的精心植绿、护绿，太极山的森林覆盖
率由 48%增至 97.4%，他们当年亲手种
下的一棵棵小树已经成为郁郁葱葱的
林海……

“目前，全县还有1000多名护林员，
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基层，负责宣传教
育、管理森林资源、控制火源，保护着这
片生机勃勃的‘绿色海洋’。正是他们
对林草事业的执着、对工作的认真与负
责，才让现在的弥渡山更青、水更绿。”
弥渡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马铸说道。

巡山护林近40载 只为守住青山绿水

太极山护林员在开展森林巡护，守护好这一片青山。（摄于6月13日）

本报讯（通讯员 秦正良） 在 6 月
“安全生产月”期间，弥渡县紧紧围绕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
命通道”主题，开展应急演练和宣传教
育活动，提高全民安全素质和社会整体
安全水平。

6 月 6 日，弥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系统举行了一场应急救援演练，演练
模拟某一在建项目工地发生火灾事
故，事故发生后，项目部立即启动应急
预案，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开展灭火、人
员疏散、伤员救治和转移演练，整个演
练过程环节紧凑，救援工作配合有序，
达到了预期效果。“让安全生产、应急
疏散深入人心，进一步提升一线作业
人员的应急逃生能力水平，确保项目
建设全过程的安全生产。”弥渡县质安
站站长李鑫说。

6 月 12 日，弥渡县安委办牵头组织
到红岩镇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
日活动，县应急管理局、县交运局、县公

安交警大队、县消防救援大队、县水务
局等县安委会成员单位及红岩镇政府、
弥渡县恒泰燃气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向
过往群众和沿街商铺发放安全生产相
关政策、法律法规，交通安全、消防安
全、燃气安全等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宣传
资料，给群众讲解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安
全问题。

弥渡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墨成礼
说：“我们在红岩镇集中开展‘安全宣传
咨询日’活动，目的是通过安全宣传‘五
进’活动，培育安全文化，传播安全知
识，积极营造全社会关注、全民参与的
良好氛围，有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生产
安全事故，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稳定向好。”

通过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咨
询日活动，广泛宣传安全生产政策、
法 律 法 规 知 识 和 应 急 避 险 常 识 ，营
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
会氛围。

本报讯（通讯员 欧阳正江 王玺涵）
弥渡县在公路交通网络建设工作中，准
确把握国家、省、州农村交通运输工作
政策导向，科学布局，持续投入，稳步推
进县域公路交通网络提质升级，推动乡
村经济快速发展。

牛街乡地处大山深处，离弥渡县城
70 多公里。这里峰回路转，沟壑纵横。

“隔河可闻咬耳语，牵手则需大半天”就
是牛街昔日交通不便的真实写照。这
里地质结构复杂，公路常常受到水毁和
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威胁，保通
难度大，养护成本高，修了毁、毁了修。

为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提升运力，
近年来，牛街乡先后实施了农村公路

“通乡油路”工程、“通村油路”工程、道
路提级改造项目、3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
化路项目、生命安全防护工程和弥渡县
牛街乡乡镇通三级路项目等工程，牛街
乡的公路建设工作不断迈出新步伐、跃
上新台阶。

大桥村是牛街乡离县城最近的行
政村，也是从弥渡县城到牛街乡的必经
之地，在全乡行政村中率先实现了油路
化目标。

德苴乡小里村与大桥村毗邻，同处
一条交通沿线。随着全县乡村公路网建

设不断提质升级，小里村的交通状况也
和大桥村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德苴乡小里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石新说：“连续几年的项目实施，让
我们山区老百姓的出行更加方便，交通
方便为我们的农副产品卖个好价钱起
到了很大的作用。”

2017年至今，全县共投资6亿多元，
实施农村公路路基改扩建 1350 公里，
自然村进村道路硬化 500 多公里，县域
乡村公路通达率达 100%。农村公路由
窄变宽、由通变畅、由绿变美，四通八达
的农村公路网建设更加完善。2021年，
弥渡县获评云南省“四好农村路”示范
县。2024年，弥渡县获评“四好农村路”
全国示范县。

为确保全县建成的乡村公路网高
效运行，弥渡县持续深化和探索农村公
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落实“路长制”，
将全县所有公路纳入“路长制”管理，实
现县道、乡道、村道路长制“网格化”管
理全覆盖；健全县、乡、村三级公路管
养责任体系，在所属乡（镇）设立交通管
理所（站），培养管养技术骨干110名，同
时还采用社会购买服务方式聘请专职
养护人员 30 名，保障所修建的道路常
通、畅通。

□ 通讯员 李铭 欧阳露

“一老一小”是关乎民生福祉，关系
千家万户的重要民生工作。近年来，
弥渡县坚持把“一老一小”事业作为一
项暖民心的政治工程、解民忧的民生工
程、增民利的发展工程，创新举措、破解
难题，守护好“朝夕幸福”。

近日，弥渡县乐善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红岩镇大营村委
会古城村夏利仙老人家中，进家门后，
工作人员首先和老人聊天，了解老人
的饮食起居和身体健康状况，帮老人
打扫卫生、准备好饭菜。夏利仙老人
今年 75 岁，平日和智力残疾的弟弟共
同生活，老人和弟弟每人每月均享受
特困分散供养保障金 1004 元，生活、
就医都有保障，入户陪伴让老人感
受亲人般的关怀。“他们来帮我打扫

卫生 ，和 我 聊 天 ，来 了 几 回 都 是 这
样，我也喜欢他们来，不然我没有伴。”
夏利仙说。

随后，乐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
工作人员来到同村的 12 岁男孩小硕
的家中，小硕的妈妈常年在省外打
工，他和两个妹妹一起由爷爷奶奶照
料生活。工作人员给孩子们带去了
礼物，并带领孩子们打扫房间卫生，
还检查孩子们的作业情况，督促孩子
们好好学习。

据了解，工作人员为夏利仙老人和
小硕提供的是关爱大理州“一老一小”
情感陪护项目 ，通 过 前 期 筛 查 和 确
认，工作人员将为每一位纳入项目的
老人和小孩开展 4 次入户情感陪伴。
承担该项目服务的是红岩镇的乡镇
社工机构——弥渡县乐善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中心成立于 2022 年 12 月，有 4

名持证社工。目前已开展“故乡的孩
子”云南省事实孤儿同行计划项目、关
爱大理州“一老一小”服务项目、2023年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
障服务等项目。

社工入户陪伴不仅满足了独居、空
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更细
致动态了解每位服务对象的具体情
况。社工将实地走访中遇到的特殊情
况及时反馈到乡镇社会事务办公室，
社会事务办公室梳理分类后对照相关
政策给予帮助扶持，解决“一老一小”的
实际困难。

为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农
村留守老年人安享晚年，近年来，弥渡
县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在建设乡镇
敬老院、社会福利院、居家和社区养老
服务中心、老年幸福食堂等基础上，为
740名困难失能老年人实施居家适老化

改造、智能设备配置、养老护理技能培
训并购买上门服务，初步形成“系统+服
务+老人+终端”的智慧养老服务模式，
为全县 671 名留守老人建立了信息档
案，开展上门探访关爱服务，解决生
活、就医、住房等困难问题。同时，建
成标准化儿童之家 18 个，成立了 8 个
乡镇社工站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培育了两家社工机构，配备乡镇儿童
督导员 8 名，配备村、社区专（兼）职儿
童主任89名，形成县、乡（镇）、村（社区）
三级联动的关爱服务体系。对 1549 名
留守儿童，100%签订农村留守儿童委托
监护责任确认书，通过入户情感陪伴、
宝贝礼包发放、发放关爱资金等活动，
构建社区搭台、社会组织承接，社工、
社区志愿者、社区慈善资源参与的联
动机制，不断提升“一老一小”的幸福
感、安全感。

弥渡——

关爱“一老一小”守护“朝夕幸福”
弥渡县升级县域公路交通网络

弥渡县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