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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足迹足迹

编者按 彩云之南，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记挂的地

方。2015年看望鲁甸震区群众，2019年给独龙江乡群

众回信，2020年在滇考察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本报为您讲述

云南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高质量

发展、建设大美云南的故事。

2015 年和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来

到云南，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送去党中央

的关怀和慰问。灾后恢复重建工地、企业、乡

村、古镇、生态湿地、年货市场、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留下了他考察调研的足迹。

他殷切希望，云南要努力在建设我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

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谱写

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芒种时节，四野葱绿，惠风和畅。沿着总

书记的足迹，记者看到云南各地干部群众正主

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

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贯彻新发展理念，跨越
式发展结出累累果实

2020年 1月 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指

出，新时代抓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

在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闻泰昆明智

能制造产业园堪称我国西部迄今最大的智能制

造工厂，也是全球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智能化工

厂之一，是智能制造产业中名副其实的“高原明

珠”，产品和研发涵盖通讯产品集成等领域。

目前，这个园区已经形成集研发制造于一

体的全产业链布局，已累计实现数百亿元营

收；项目二期年内即可投产。

目前，昆明市已逐步形成涵盖 38个工业大

类，以化工、冶金、烟草、非烟轻工4个传统产业为

支撑，以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

造4个新兴产业为重点的“4+4”制造业产业体系。

与此同时，滇禾优 615、云薯 108、云上黑山

羊、高纯砷、绿色铝材硅材、十三价肺炎疫苗和二

价脊灰减毒疫苗等一大批新品种、新产品技术，有

力支撑了云南产业升级发展。“‘十三五’以来，云

南省通过围绕重点产业部署重大科技项目，突破

了制约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关键核心技术。”云

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学勤说。

面对加快产业强省建设的目标要求，不折

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越是欠发达地区，越

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思想，“十四

五”期间，云南省将进一步围绕制约产业发展

的若干瓶颈技术问题加强研发创新，以系列关

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支撑引领全省现代产业体

系构建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科技引路，辐射中心建
设不断推进

跨越大江大河，一条大通道联通中老两国。

化工品、机械产品和电子产品等经老挝万

象南站，到达泰国、老挝、缅甸、马来西亚、柬埔

寨、新加坡和越南等 8个国家；进口货物通过磨

憨口岸，输送到我国各省区市。

2021年 12月 3日，在中老两国最高领导人

的见证下，首列绿色“澜沧号”从老挝万象和中

国昆明对发。半年多来，一列列“澜沧号”穿行

在占芭花盛开的土地上。

习近平指出，中老铁路是两国互利合作的

旗舰项目。铁路一通，昆明到万象从此山不再

高、路不再长。双方要再接再厉、善作善成，把

铁路维护好、运营好，把沿线开发好、建设好，

打造黄金线路，造福两国民众。

自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这条大通道的货运

量稳步增加，云南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

心的魅力更加凸显。

截至 6 月 9 日，云南省国际班列公司组织

国际货物列车到发共计 474 列，实现标准集

装 箱 运 输 22473 箱 ，货 重 42.26 万 吨 ，货 值

52.83 亿元。

“我们正培育并打造自身成为中老班列货

源组织平台、政策承接平台、智慧物流信息平

台、服务网络建设平台，促进相关产业在中老

铁路沿线落地。”云南省国际班列服务贸易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在重点优势领域，云南省通过国际科技

合作专项、认定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方式，支

持在特色农业、矿冶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与

南亚东南亚国家共建科技成果孵化基地、科

技企业孵化器、境外产业基地和科技示范园

区等联合研发机构，开展技术转移和科技成

果转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始终坚定地沿着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科技创新为

重要支撑引领，调结构、兴产业、谋发展，云南

独特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开放优势正转化

为强大的发展动能。”王学勤说。

通过揭榜制、自上而下等方式组织重大项

目，云南省支持各类创新主体设立海外联合研

发平台，引进急需技术，解决重点产业发展的

关键技术需求。

同时，云南省集中遴选 100 名优秀人才，

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规模化的国际科技

特派员队伍，服务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的建设。

云南省科技厅还提出，到 2025年引进一批

国外青年科学家、企业家、创新创业人才到云

南开展合作研究，与周边国家共建共享一批科

学研究平台，促成一批科技成果向周边国家转

化应用。

涅槃重生，鲁甸凝聚强
大正能量

崇山峻岭间，层层叠叠的花椒林，郁郁葱

葱，散发着香气。一座新城平铺在山坳，屋舍

俨然，道路宽阔整洁。

这里是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2014年 8

月 3 日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 6.5 级地震，让这

个震中之地变为一片废墟，群众生命财产和基

础设施损失巨大。

地震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

重要指示，要求全力以赴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和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5 个多月过去了，灾区群

众生活过得怎么样？恢复重建工作进展得如

何？灾区群众还有哪些要求和期盼？总书记

十分关心和牵挂。2015年 1月 19日一大早，习

近平从北京乘坐飞机直接前往昭通，一下飞

机，就转乘汽车一路颠簸前往鲁甸县。

当时住在抗震棚中的邹体富老人，现在还

记得总书记双手的温暖。“总书记对吃饭、补

助、收入等问得十分仔细，还关心被子暖和不

暖和。”邹体富说。

按照总书记“灾区恢复重建一定要搞好规

划，生活恢复和生产恢复一起抓，灾后恢复重

建和扶贫开发一起抓”的嘱托，在党中央、国务

院，省委、省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当地干部群众

在灾难考验中凝聚强大正能量，在困难复杂的

环境中迎难而上，如期完成了 26个恢复重建项

目建设任务，完成投资 17.51 亿元，15744 户群

众顺利搬进新家。在大灾之后，龙头山镇涅槃

重生。

绿树掩映，花果当时。在甘家寨新村博爱

路的新家，邹体富、甘正芬夫妇领着重孙，康乐

怡然，儿孙事业各有奔头。“新村里娃娃上学、

老人看病都很方便。我们最大的愿望是带上

亲手采摘的花椒，去北京看望总书记！”甘正芬

老人说。

“小小花椒树，致富大产业。”如今，龙头山

镇花椒种植面积从 2014 年的不足 2 万亩发展

到 6.8万亩，年产值从 2.3亿元增加到 3.8亿元。

今天的鲁甸县，正书写推进乡村振兴、产

业兴市、交通强市、城乡融合、生态优先、人才

支撑的“六篇文章”，打造文屏高原特色农业产

业园区、茨院商贸物流园区、空港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江底循环经济园区的“一核心四片区”

发展格局，全力打造脱贫致富示范区、绿色产

业发展先行区、昭通中心城市融合发展先行

区，助力高水平建设昭鲁中心城市。

2021 年，鲁甸县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91.85

亿元，增长 9.0%；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达 31978元和 12503元。

化独特优势为发展动能
奋力谱写中国梦云南篇章

银色的翼展和尾羽，标志性的黑顶黄喙红

足，一只黄嘴河燕鸥稳稳地落进生态摄影师朱

边勇的镜头里。他已连续 6年在云南盈江拍到

这种精灵的身影。

黄嘴河燕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国内已发现的种群数量不足 10只。6月 10

日中午，他甚至拍到了河燕鸥与黑鸢高空“斗

法”的珍贵画面。

冰清玉洁着薄纱，一湖静水一湖花。这几

天，有高原湖泊“水质风向标”之称的海菜花，

屡屡在新媒体端口“霸屏”，经典童谣与今日美

图，重新完美融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云

南考察，希望云南努力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

排头兵。

牢记嘱托，近年来，云南各地干部群众树

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驰而不息。

高原湖泊重放异彩

早七时，“老昆明”陈昆生背上装满摄影器

材、雨具、水杯、干粮的行囊，走出家门，开始今

天的环湖徒步之旅。离他家向北不足 600 米，

就是与大观公园连为一体的滇池绿道。

新建的绿道完全贯通后，将串联起滇池沿

岸的 54块湿地，总长将达到 137公里。“想不到

啊，几年前还是像绿油漆一样发臭的草海，会

有这份景致！”陈昆生感慨。

与 此 同 时 ，世 代 居 住 在 草 海 边 的 李 云

丽 、杨 祖 英 和 李 应 兰 ，收 拾 好 工 具 ，从 船 房

河明亮的水波中，无声地划出铁皮船，开始

一天的工作。

她们都是昆明市西山区“巾帼打捞队”的

成员。“一片片湿地建起来，水体自净能力强

了，浮藻少了；地面与水体间有绿道隔离屏障，

白色垃圾也减少了几十倍。”李云丽告诉记者。

2015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

指出：“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

样对待生态环境。”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昆明市实施“退、减、

调、治、管”五个支撑性举措，把滇池保护治理

作为首要民生工程来抓，实施牛栏江向滇池补

水工程，通过修复滇池面山、流域退耕还林、植

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以及滇池湖滨退塘退田

等，真正实现了“湖进人退”。

2016 年，滇池水质由持续了 20 多年的劣

Ⅴ类改善为全湖Ⅴ类；自 2018年，上升为Ⅳ类，

为 30年以来最好水质。

2020年 1月 2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

云南，他强调，要拿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

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加强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再接再

厉，把滇池治理工作做得更好。

两年后，沿着总书记的足迹，记者走进滇

池星海半岛生态湿地，远眺西山睡美人，黛墨

如画。

“实施环湖截污、防浪堤拆除等工程，湖水

越来越清；景观上，新增了清香木、桂花等本土

树种，环境更和谐了。在湿地二期，每天都有

钳嘴鹳等珍稀鸟类光顾。”昆明市官渡区湿地

管理中心负责人巫国莎说。

记者从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目前，

云南湖泊、水库水质优良率为 82.2%；九大高原

湖泊中滇池草海水质类别由Ⅳ类好转为Ⅲ类，

洱海水质类别由Ⅲ类好转为Ⅱ类。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现

2021 年 10 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

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在中国昆明成功

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

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坚定扛牢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的责任，云南更加突出精准、科学、依法治污，

加强生态保护建设，加快绿色低碳、节能环保

技术和产业发展。

2017 年，云南省在全国率先发布《云南省

生物物种红色名录》，2019 年颁布实施全国第

一部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

保护条例》，2020 年发布了全国第一部生物多

样性方面的白皮书《云南的生物多样性》。

“经过多年努力，云南自然保护地体系日

趋完善，90%的典型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建

立了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 166 个，85%的重要

物种得到保护。”云南省科学技术院院长阮朝

奇说，全省建立了包括自然保护区、基因库等

在内的遗传资源保护体系，驯化天麻、灯盏花

等 20余个药用植物品种，引种了以南药为代表

的多种药用植物。

在司法审判领域，依法审理因水电站建设

导致绿孔雀等濒危野生动植物生境面临重大

风险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将生物多样性

保护提前至损害发生前，首创全国首例预防

性公益诉讼的裁判规则；依法审理在滇池非

法捕捞水产品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保障长江十年禁渔禁令实施，服务九大高

原湖泊治理……

在大理，各族干部群众抢救治理和生态修

复，成效日益凸显。

2021 年，洱海全湖透明度达到 1.78 米，生

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也日益显现，春鲤、杞麓鲤、

裂腹鱼等鱼类又重现身影。2021 年洱海水鸟

调查共记录到 64种水鸟，占全国水鸟总种数的

21.6%，生态环境趋稳向好。

朱边勇镜头下的珍稀鸟类品种在逐渐增

多。“作为祖国西南的生态屏障，云南边疆的绿

水青山构成了生物多样性的美好画卷。”朱边

勇说，他最大的感受是近年来人的变化，捕猎

者少了，护林爱林的人多了，曾经濒临灭绝的

花鸟，才得以重现人间。

长期投身高原土著鱼类保护的中国科学

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云南高原鱼类育种重

点实验室主任杨君兴团队，基于对云南高原湖泊

生态学研究的长期积累，提出了“花—鱼—螺

蚌—鸟”高原湖泊生态修复新模式。

如今，杨君兴团队的成果，已从论文和实

验室的“生态缸”，变成了滇池东岸宝丰湿地的

实景，并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的室外考察点。

瞄准生态文明排头兵，云南打好“三大保卫战”

一次批示、一次会见、一次回信，2020

年新年贺词再次提到独龙族群众……跨越

千山万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注着独龙

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关心着遥远的独龙江

乡发展。

十位老支书的来信，十二分欣慰，总书

记关注和了解到脱贫攻坚给沧源带来的深

刻变化，感受到了阿佤人民心向党、心向国

家的真挚感情。

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和临沧市沧源

县，是镶嵌在祖国西南边疆的两颗明珠。

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这

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牢记嘱托独龙江接续奋斗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

头。希望乡亲们再接再厉、奋发图强，同心

协力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努力创造独

龙族更加美好的明天！”

2019 年 4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云

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群众回信说，“让各族

群众都过上好日子，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也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新中国成立

后，独龙族告别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

进入新时代，独龙族摆脱了长期存在的贫

困状况。这生动说明，有党的坚强领导，有

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人民追求幸福

生活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如今的独龙江乡，迎风飘扬的五星红

旗、灰顶黄墙的独龙民居、整洁的街道，在

高山深峡的掩映下如同一幅画卷。

三年来，独龙江乡充分发挥“党建引领”

的优势，着眼于全域生态旅游和长远发展，

开展“五边、五美、五化”创建工作，动员群众

就地取材、投工投劳、互帮互建，以“发动群

众一起干、领着干”的一线工作法，花小钱办

大事，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受益农户

覆盖全乡6个行政村40个村民小组。

与此同时，依托百里绿色经济带，独龙

江乡推广“林+”生产模式，献九当村独龙

鱼种质资源保育和冷水土著鱼养殖、巴坡

村独龙牛保种扩繁养殖、孔当村特色农产

品庄园建设、龙元村独龙猪养殖、迪政当村

独龙鸡养殖……一村有一品，群众增收致

富有了产业依托。

“数字的变化，最能反映出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曾先后任独龙江乡乡长、

贡山县人民政府县长、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的高德荣介绍，全乡农民

人均经济纯收入逐年增长，三年时间实现收入翻一番，达 1.5万元；80%以上独龙

族群众有存款，户均存款超过 5万元。

“重温总书记的回信，让我们更加凝聚跨越式发展的动力，立足本职工作，以

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韧劲建设好我们的家乡、守护好边疆。”贡山县委常委、独

龙江乡党委书记和文宝说。

唱响新时代阿佤人民的幸福歌

“我在公坎村生活了80年，见证和参与了公坎村的建设发展。近些年的变化，

是前所未有的！”沧源佤族自治县班洪乡公坎村老支书三贵，面容慈祥，精神矍铄。

去年 8月，云南省沧源县班洪乡、班老乡 9个边境村的 10位老支书给习近平

总书记写信，汇报佤族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的情况，表达了世世代代跟着

共产党走，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 10 位老支书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引领乡亲们

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唱响

新时代阿佤人民的幸福之歌。

近年来，公坎村村民集中力量，种植茶叶、辣椒、澳洲坚果等特色农产品，村

里还建设了茂谷柑基地和砂糖橘基地。村里传统的橡胶产业、养蜂产业也发展

得更好了。“按照总书记的嘱托，公坎村会把脱贫攻坚的成果巩固好，乡亲们继续

保持勤劳致富的精气神，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三贵说。

沧源佤族自治县班洪乡芒库村老支书俄松告诉记者，1994年到1999年，他在

班洪乡芒库村当支书。那时，他带着当地民兵、团员帮扶困难群众种芭蕉、辣椒，村

民们生活有了些起色，但还说不上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村里的变化特别大。

“以前，我们阿佤山山路特别陡，孩子们上学来回很危险。现在，村子搬到了

山下，孩子们上学特别方便。”俄松说，村里还带着大家发展橡胶、茶叶、辣椒和红

色旅游产业，乡村振兴、兴边富民大有盼头。

在阿佤山乡，记者看到 1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实施，蔗糖、茶叶、烤烟、

畜牧、蜜蜂等产业正提档升级。走对了路子，三千年崖画、万年董棕林，与天坑、

溶洞以及无边的田园风光一道，带来了好“钱”景，乡村旅游年收入达 12.19亿元。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持续大抓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助推现代

化边境小康村建设，大抓项目、大抓投资、大抓招商、大抓市场主体培育，坚决建

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沧源县委书记唐兴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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