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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抚仙湖，湖水晶莹剔透、清澈见底，古人称为“琉
璃万顷”。抚仙湖是全国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泊，跨云
南省玉溪市澄江、江川、华宁三县区，涉及 8 镇 238 个
自然村，流域内总人口 18 万人，共有大小入湖河流
103 条。当湖面海拔高度为 1723 . 35 米时，湖面积达
216 . 6 平方公里，湖水平均深度为 95 . 2 米，最深处为
158 . 9 米，蓄水量 206 亿立方米，占国控重点湖泊 I 类
水的 9 1 . 4 % ，占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总蓄水量的
68 . 2%，被列入国家水资源战略储备库。

抚仙湖的美离不开清澈的湖水。早在明末，旅行
家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中就有“滇山惟多土，故多
壅流而成海，而流多浑浊，惟抚仙湖最清”的记载。

“抚仙湖是生态玉溪的亮丽名片。”玉溪市委书记
罗应光表示，“保护抚仙湖是我们最大的生态任务，要
确保抚仙湖Ⅰ类水质代代相传。”一直以来，玉溪市历
届党委、政府都高度重视抚仙湖的保护工作，始终坚
持生态立市不动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玉溪市
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把保护抚仙湖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重大民生工
程，严格按照“保护第一、治理为要、科学规划、绿色发
展”思路，全面推进山湖同保、水湖共治、产湖俱兴、城
湖相融、人湖和谐。多年来，抚仙湖总体水质保持 I
类，2016 年在全国 81 个水质良好湖泊保护绩效考核
中名列前茅，流域生产生活方式有序转变、群众收入
稳步提升，“绿水青山”美丽如画，“金山银山”初见成
效。

在“退”字上下功夫

为全面加大抚仙湖保护治理力度，推进“四退
三还”保护战略，针对抚仙湖一级保护区群众搬迁
问题，玉溪市提出了“一城三镇八村”的生态移
民、旅游发展和村镇建设布局和思路。为此，继续
加快推进沿湖 2 . 8 万人生态移民搬迁和“一城三镇
八村”建设，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生命健康城、特
色旅游小镇和美丽宜居宜旅乡村，丰富旅游业态，
转变群众生产生活方式，解决好抚仙湖保护和群众

生存发展问题，处理好径流区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
系，着力实现生态文化旅游业发展与抚仙湖生态环
境保护共赢等则成为当前抚仙湖保护治理的关键。
着力实施环湖文明走廊工程、星云湖—抚仙湖出流
改道工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关闭抚仙湖周边磷矿
开采点 42 个，关停磷化工生产企业 3 家，整治径流
区企业 44 户，全面禁止 278 艘机动船艇和 3 架水上
飞机的营运，取缔捕鱼燃油机头和电机 1862 个，依
法拆除沿岸违章建筑 16 万平方米，搬迁农户 585
户，拆除企业 62 户，沿湖 409 . 2 亩鱼塘全部退塘还
湖，径流区共 1575 户餐饮住宿单位完成整顿，餐饮
住宿业全部安装大气、油水处理设备，污水垃圾实
现了统一收集处理。难度最大的退企工作也取得了
重大的突破， 22 家中央和省市县属的企业已全部退
出抚仙湖一级保护区，退出土地面积 909 亩、拆除
建筑面积 14 . 3 万平方米；关停径流区 25 个采砂石
场、 3 户水泥粉磨站，工矿企业已全部退出抚仙湖
径流区。抚仙湖径流区内畜禽养殖和塑料大棚的退
出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径流区大棚认量签字 152
户 909 亩，签订退出协议 87 户 124 亩，拆除 13 户
30 亩。

而根据“一城三镇八村”总体布局，预计到 2019
年抚仙湖生态圈建设完成后，抚仙湖一级保护区内居
住人口将基本实现生态搬迁，着力解决环湖生态空间
被挤压问题，提升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功能。

在“控”字上下功夫

“要保护好抚仙湖，必须对全流域所有集镇和村
庄的污水、垃圾进行处理。”按照这一思路，玉溪市通
过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先后启动了
城镇供排水及垃圾收集处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及人
居环境提升工程 PPP 项目，将城乡生活污水收集处
理和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及资源化利用交由社会资本
进行投、融、建、管、营，控源截污工作成效明显。投入
34 . 95 亿元实施了“十二五”规划 5 大工程 27 个项目
建设，项目完工率、资金到位率、投资完成率均达

100%，这些建成的项目每年可削减入湖化学需氧量
1024 . 2 吨、总氮 565 . 9 吨、总磷 62 . 4 吨、氨氮 34 . 8
吨，超过“十二五”规划污染物入湖总量控制目标；完
成 14 条主要入湖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改扩建流域
内两座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规模达 2 万吨，新建 1 . 5
万吨中水厂一座，并配套完善污水收集管网 21 公里，
每天增加污水处理能力 8000 吨，流域内 238 个村落
垃圾收集设施实现全覆盖，入湖污染物得到有效控
制。随着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及人居环境提升工程 PPP
项目的实施，抚仙湖全域 418 个村(居)民小组将逐步
实施污水收集处理、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和卫
生公厕建设等系列工程。目前，已开工建设的 107 个
村组污水管网，完成了 154 公里的管网和 13 座环保
屋、15 座公厕建设。随着建设的深入推进，预计到
2019 年年底，抚仙湖全域将实现所有集镇和村庄的污
水收集处理及垃圾分类收集处理。

在“调”字上下功夫

按照“调优一产、退出二产、发展三产”的思路，推
动流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工业上，将工业布局
在径流区之外的工业园区，严禁有污染的企业进入抚
仙湖流域，着力转变高污染高能耗发展方式。在农业
上，以创建抚仙湖绿色生态经济区为抓手，对休耕耕
地实施生态轮作，采用“生态+种植标准+龙头企业+基
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建设绿色优质烟叶
轮作基地，鼓励流转农户返租流转土地，按产业规划
布局和种植标准发展生态绿色农业，打造“绿色品
牌”。在旅游产业上，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着力
打造“世界深蓝湖区、地球生命起源、古滇文化印迹”
三张名片，提升抚仙湖品牌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在“管”字上下功夫

长期以来，玉溪市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加快形成保护与发展相协调的空间格
局，让湖泊休养生息。坚持规划引领，严格空间管控。

编制《抚仙湖径流区区域总体规划》，实施《抚仙湖流
域禁止开发控制区规划》，以硬指标形成硬约束。全面
实施停审、停批、停建，严格控制开发建设规模，开发
项目从 25 个减少到 17 个，规划用地从 12 万亩减少
到 4 . 9 万亩。坚持杜绝增量，严守生态红线。按照“生
态功能不退化、资源环境不超载、排放总量不突破、环
境准入不降低”四条红线，将径流区 51% 的面积划入
生态保护红线、41% 的面积划为禁止开发控制区，保
护岸线由 24 公里增加到 59 公里。坚持削减存量，实
施耕地休耕。针对每年入湖的总氮、总磷数量分别为
抚仙湖 I 类水质承载力 1 . 4 倍和 1 . 5 倍的实际，对重
度污染区 6 万亩坝区水田实施全面休耕轮作，占澄江
县耕地面积的 23%、占坝区水田的 60%，按照亩均用
化肥农药 100 公斤测算，每年可削减纯氮 4500 吨、减
少 78 . 9%，削减纯磷 700 吨、减少 63 . 6%。

玉溪市通过采取以上系列有效措施，全面加大抚
仙湖保护治理力度，实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生
态效益共赢。治理成效具体体现在三大方面：

一是促进了经济转型发展。2017 年抚仙湖共接
待游客 962 万人次、同比增长 32%，实现旅游总收入
77 . 9 亿元、同比增长 80%，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 52 . 5
亿元、增长 16 . 4%。

二是促进了新型城镇化发展。即加快推进“一城
三镇八村”的规划建设，加快路网、水网等建设步伐，
城乡人居环境全面改善。

三是促进了抚仙湖保护治理的“五个转变”。
即：在体制上实现了从“九龙治水”向“合力治
水”转变，在管控上实现了从“末端治理”向“流
域治理”转变，在治理方式上实现了从单一的工程
治理向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转变，在责任上实现了
由管理部门封闭治理向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开放式治
理转变，在管理上实现了从短期的应急处置向长期
的依法治湖管理转变。如今，驱车沿抚仙湖环行一
周，可以看到沿湖错落有致的大片生态湿地里水鸟
驻足栖息，成片的藕花绚烂多姿，抚仙湖畔愈发美
丽起来了。 文/玉溪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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