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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记者 高正达 谢凡 实习生
自文玉） 10 月 19 日下午，2024 推进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洱海）论坛举行“推动
洱海水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平
行分论坛。

中外湖泊流域治理等相关领域的
领导、专家学者就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
畅谈真知灼见、交流宝贵经验，深入探
讨洱海水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因地制宜推动湖泊治理新质生产力发

展，向世界推送更多“洱海经验”，共同
推动涉水领域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成果
应用，携手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上海交通大学河湖环境工程技术
开发中心主任孔海南作了题为《“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海菜花与产业化》
的主题报告。他表示，海菜花是洱海水
质的“试金石”“风向标”“水质指示生
物”。2016 年后，海菜花在洱海逐渐大
面积恢复，成片开放在湖岸及湖区，并

成为洱海流域老百姓的“致富菜”。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院长

钟明川作了题为《苍山生态系统在苍洱
一体化保护中的功能与作用》的主题报
告。她认为，强烈隆升的苍山和相对沉
降的大理盆地形成了相互依存的苍山—
洱海水循环系统，苍山生态系统对洱海
具有重要的水质调节、水土保持等功能。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理传》作者
李智红作了题为《借助文学艺术的力

量，推动洱海水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
发展》的主题报告。他认为，文学艺术
具有独特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它能够以
优美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和深刻的内
涵，唤起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对环
境的关爱之情，从而激发人们参与保护
洱海的行动自觉。

本场平行分论坛由中国科学院水
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刘永定主持。
大理州政府副州长刘占华致辞。

洱海论坛平行分论坛探讨
“推动洱海水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记 者 李 百 祥 熊 志 明
实习生 马洋洋） 10月 19日下午，2024
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洱海）论坛举
行“持续助力农业绿色发展 打造农业
绿色产业链条”平行分论坛。

大理州委副书记、州长陈真永，
马耳他驻华大使白瀚轩，中国出版协会
副理事长、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陆彩荣
在论坛上先后致辞。中国农业大学资
源与环境学院院长袁力行主持论坛。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教授、诺贝尔奖
获得者欧意玛，中国工程院院士、山西
农业大学教授徐明岗分别就“绿色可持
续农业与欧盟环保政策下的农业生产”
和“我国农田土壤固碳与土壤健康”作

了主旨演讲。
圆桌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小农户

农业绿色转型和农业绿色产业链条落
地等内容进行交流，对推动农业绿色产
业链条发展建言献策。

洱海论坛平行分论坛探讨
“持续助力农业绿色发展 打造农业绿色产业链条”

2024 洱 海 论 坛

本报讯（记者 杨桂清 左琳 实习生
王景志） 10 月 19 日下午，2024 推进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洱海）论坛举行“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全面推进、全景传播”平
行分论坛。

本场平行分论坛由中国公共关系
协会学术委员会、企事业公共关系委员
会、中国外文局国际传播发展中心主
办。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中国国
际广播电台原副台长夏吉宣主持论坛。

生态环境部原新闻发言人、宣传教

育司司长刘友宾，生态环境部华南环
境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崔书红，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徐光，
大理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长范宏，
伊利集团副总裁张轶鹏围绕“中国全
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主题作
演讲；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院长
孙敬鑫，云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
社长何祖坤，中国日报国内部主任记
者侯黎强，澎湃新闻编委、北京新闻中
心主任吴玉蓉，南方周末编委、北京新

闻中心主任曹海东，南开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社原总编辑
王晓晖，博雅中国高级副总裁刘元媛
围绕“全方位讲好中国生态文明故事”
主题作演讲。出席平行分论坛的专家
学者结合自身专业领域，从不同角度
分享各自观点，并现场进行案例分析，
就如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方位讲好中国
生态文明故事展开深入讨论。

论坛上，举办了云南省南亚东南亚

区域国际传播中心大理分中心授牌仪
式，启动南亚东南亚国际传播矩阵。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长、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原副主任郭卫民在总结讲话
中表示，应对全球性生态挑战，要加强
合作、携手共进，紧跟生态文明建设的
新形势，不断创新传播渠道，向国际社
会传播好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和
理念，用心讲好中国生态文明故事，
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应有的
贡献。

洱海论坛平行分论坛探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面推进、全景传播”

本报讯（通讯员 张镔 记者 赵俊／文
记者 赵子忠／图） 10 月 20 日，2024 推
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洱海）论坛配套活
动——“守护蓝色星球”大理公益骑行活
动在大理洱海生态廊道举行。

活动邀请 60 余名洱海论坛中外嘉
宾、中外青年及骑行爱好者共同骑行
洱海生态廊道，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生态之美。

随着一声令下，大家沐浴着晨光满
心欢喜地踏上了环海骑行之旅。沿途的
洱海，碧波荡漾、海菜花开、水鸟嬉戏，
苍山洱海间，人们用绿色健康的运动方
式尽情奔向大自然的怀抱。

本次活动由洱海论坛秘书处和大理
市人民政府主办。专业组完成单程8公
里、往返共16公里的骑行；体验组和VIP
嘉宾组完成单程3.5公里、往返共7公里
的骑行。活动从洱海生态廊道阳光大草

坪出发，并在沿途设置补给点，提供水和
食物补给，白族金花热情提供咨询服
务。此外，活动共设置热身教练、骑行讲
解教练各 1名，骑行随行教练 5名，提供
5 辆观光电瓶车，中途放弃骑行的嘉宾
可乘坐电瓶车抵达终点，并有医护人员
全程跟随骑行队伍提供医疗救助服务。

据悉，近年来，大理州在传承传统生
态文化中创新，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中发展，在白州大地继续书写崇尚自
然、保护资源、永续发展的时代故事，开辟
了以生态文化引领绿色发展的新境界。
同时，坚决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加强生
物多样性保护，全州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绝迹多年的小熊猫、林麝等国家级野
生保护动物重现苍山，消失已久的水质风
向标海菜花在洱海连片开放，天蓝、水清、
地绿的美丽大理更加令人心驰神往。

“守护蓝色星球”大理公益骑行活动举行

十年来，我们坚持系统施策，实
现从一湖之治到生态之治的有力转
变。回望洱海保护十年奋斗历程，
我们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指导，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三治
一改善”部署，举全州之力先后实施

“七大行动”“八大攻坚战”“六个两
年行动”“九个三年精准提升行动”，
坚持科学治湖、系统治湖、依法治
湖、全民治湖协同发力，统筹实施洱
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修复项目建设，为洱海构筑起
绿色生态屏障。特别是“十四五”以
来，我们聚焦治湖更加科学、措施更
为精准发力，依托国内各大高校和
院士、专家团队建立科研机构，持续
深化洱海水质、水环境、水生态变化
规律研究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流
域截污治污等重点难点科技攻关，
建成覆盖洱海流域的“天空地水”一
体化感知的数字洱海监管服务平
台，进一步实现科学、精准、高效的
保护治理。洱海水质连续多年保持
优良水平，湖体透明度提升至 2.29
米，一度消失的“水质风向标”海菜
花重现洱海，保护治理成效受到社
会各界认可，得到各级媒体点赞。
洱海保护治理的实践表明，山水林
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必须秉持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
念，走一条水安全有效保障、水资源
高效利用、水生态稳定改善的湖泊
治理之路。

十年来，我们坚持标本兼治，实
现从应急抢救到常态长效的有力转
变。面对洱海水质一度波动下滑的
严峻局面，我们采取断然措施抢救
式保护洱海，坚决管控污染、截住污
水，但我们也深刻认识到，既要铁腕
治湖，更要依法治湖。我们着眼洱海
长治久安和流域综合治理，先后5次
修订洱海保护管理条例，细化制定
规范餐饮客栈经营、农村个人建房、
渔业管理等配套办法，构建起科学
严密、系统完善、因地制宜的洱海保
护法规体系。我们科学划定洱海湖
滨生态红线和湖泊生态黄线，严格
洱海流域“三区”管控，实施 1806 户
生态搬迁安置，建成129 公里环湖生
态廊道，真正实现了“人退湖进”的
历史转变。我们充分整合执法力
量，严厉打击偷排污水、无序取水、
违法捕捞等行为，洱海水环境综合
整治入选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见成效典型案例。洱海保护
治理的实践表明，必须用最严格制
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让法
治成为护航生态文明建设最为可靠
的保障。

十年来，我们坚持绿色发展，实
现从“大理之问”到“大理之变”的有
力转变。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
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
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我
们聚焦产业培植的差距问题，立起

“大理之问”，找准“大理之症”，以
洱海高水平保护和产业高质量转型
统揽发展全局，统筹推进空间布局
重构、产业体系重建、工业结构重
组、经济生态重塑，创新实施“双核
驱动、协同发展”、大祥巍一体化等
战略，跳出洱海谋发展，走出流域找
拓展。我们大抓资源经济、园区经
济、口岸经济，从无到有搭建新兴制
造业体系，工业“新三样”绿色铝、硅

光伏、新能源电池聚企成链，乳业、
核桃、水果、蔬菜等“苍洱名品”提质
创优，“一带三道十八廊”—“漫步
苍洱”文旅品牌光彩绽放，大理年游
客接待量接近一亿人次。洱海流域
转型的实践表明，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导向，把良好的生态和资源优
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努力实现
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转型
发展。

十年来，我们坚持生态为民，实
现从美丽大理到美好生活的有力转
变。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把最
好的资源留给人民，把最美的生态
献给人民，开放的洱海生态廊道实
现了从私家后院向公众空间的历史
性转变，苍山洱海真正成为大理人
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的心灵依托。我们统筹推进绿
美城市、美丽乡村建设，做好以“水”
定城、以“绿”塑城、以“文”润城文
章，将森林、湿地、公园等优美景致
点缀进城乡基础设施中，构塑宜居、
韧性、智慧的城市低碳生活界面。
我们围绕深度诠释“有一种叫云南
的生活”，持续打造“在大理爱上生
活”“大理美好生活季”“中国最佳爱
情表白地”“四季户外运动之城，全
域旅游康养之地”等新 IP，让栖居在
大理的人们沉浸体验大理的山水之
乐、文化之魅、生活之美。美丽大理
建设的实践表明，良好生态环境是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必须坚持生态
利民、生态惠民、生态为民，让每一
位来到大理的人都能在这里享受美
好、爱上生活。

十年来，我们坚持共谋共建，实
现从践行理念到经验分享的有力转
变。我们深入践行“地球是全人类
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生态文明建
设关乎人类未来”的全球倡议，从共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推动洱海
保护成为云南省争当生态文明建设
排头兵、中国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之路的生动实践。洱海保护治理
经验作为中宣部 2024 年中欧文化交
流重要议题向法国、瑞士等国家宣
介推广，“洱海经验”成为全球城市
近郊湖泊治理新标杆。连续四届洱海
论坛在大理成功举办，成为向世界
宣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窗
口。洱海保护治理的实践表明，共
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全人类的共
同使命，我们将秉持开放共享的态
度，加强湖泊保护治理国际合作、经
验共享，积极当好生态环境治理的
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大美苍洱锦绣地，绿色生态向
未来。如今，一幅山青、水秀、天蓝、
地绿、林茂、湖净的美丽画卷正在大理
徐徐展开，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中国式现代化最为生动的注解。
我们将始终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理念，努力
将大理建设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实践基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全国示范样板。我们愿同与会
各方共同携手、相向而行，把洱海论
坛越办越好，为保护全球生态环境、
应对气候变化、共建地球生命共同
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后，预祝 2024 推进全球生态
文明建设（洱海）论坛圆满成功！谢
谢大家。

上接第一版

本报讯（记者 赵霞 俞少行 实习生
张馨丹） 10 月 19 日下午，2024 推进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洱海）论坛举行“共向
未来·中外企业家对话——绿色低碳转
型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平行分论坛。

本场平行分论坛由中国外文局国
际传播发展中心、国家电投集团综合智
慧能源有限公司主办。国家电投集团
综合智慧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泮昊，

尼加拉瓜驻华大使迈克尔·坎贝尔，
中国外文局国际传播发展中心副主任
董彦，大理州委常委、州政府常务副州长
李苏先后致辞。中国外文局国际传播
发展中心事业发展部主任时光主持论坛。

中国铁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李兢，乌拉圭驻重庆领事馆总领事
瓦伦丁·图里斯，中信国际合作有限责
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杨蔚鹰，中建

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孙立东，安徽华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晓华，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处
长、双碳研究院院长于洁分别围绕“中
碳绿游碳基础设施支持‘两山’理论创
新实践”“高质量企业发展的绿色低碳
转型”“崇礼·太子城国际文旅小镇——
可持续发展新样本”“中国建筑绿色低
碳转型高质量发展探索和实践”“光伏

产业发展趋势”“中国产品碳足迹管理
体系助力应对气候变化”等主题，结合
各自工作实际作主题演讲。

平行分论坛现场，与会嘉宾围绕“绿
色低碳转型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主题
进行深入研讨，并举行中外企业家对话
活动。会上还举行了中国藻业协会—
印度尼西亚海藻协会签约仪式和《中国企
业国际形象建设案例集》图书发布仪式。

洱海论坛平行分论坛探讨
“绿色低碳转型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杨德梅 高正达）
10月20日上午，2024年国家统一法律职
业资格考试主观题考试开考。本次考
试在全国统一举行，大理考区设置滇西
应用技术大学西校区（云南建设学校）
考点，考点内设置10个正式考场、1个备
用考场。

据了解，此次考试，组织方设置了
考务和违纪处理、保密、保卫和医疗卫

生、监考、流动监考、后勤保障 6 个工作
组，考前认真答复考生来电来询，及时
发布报考注意事项提醒，确保考生咨询
问题及时得到答复解决，做到事事有回
复，并在临考前做好考场机位检测、考
场编排等预备工作；考试期间，全力做
好电力供应及网络安全保障等工作，为
大理考区法考工作顺利组织实施保驾
护航。

2024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主观题考试大理考区开考

10月20日，骑行爱好者在洱海生态廊道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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