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蒼洱地區秀美的山水田園風光的再現，與大理
州近年來認真貫徹雲南省委、省政府現場辦

公會議精神，切實開展「保護洱海、保護海西，
開發海東、開發鳳儀」的「兩保護、兩開發」的
舉措緊密相關。

海西保護 山水田園一幅畫
沒有了洱海邊的萬頃田園，也就沒有了承擔秀

美風光與厚重文化的載體。為有效保護海西18萬
畝耕地，保護秀美蒼洱田園景觀。近年來，大理
州委、州政府按照「㠥力保護海西、打造山水歷
史文化名城」和「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再
現大理優美田園風光」的要求，下大力氣將海西
片區打造成為「大理農耕文化的承載區，四千年
文明和白族傳統文化的展示區、康體休閒度假旅
遊區」。
在「保護海西」的過程中，大理用超前視

角、發展眼光對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和自然資
源進行科學、全面、系統地規劃與保護，把海
西保護、田園風光與洱海保護、耕地保護、新
農村建設、旅遊產業發展和群眾增收致富有機
結合，先後實施了「三退三還」、「百村整
治」、「文明衛生村創建」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
措施，營造出了一個生態良好、充滿文化氣息

和民族特色的恬靜人居環境。

城鎮上山 海東再造新天地
海東新區毗鄰洱海，集山、海、灣、島、濕地

於一身，既是未來大理的發展潛力所在，也是大
理州「兩保護、兩開發」的核心。
開發海東，是大理州科學解決山水田園保護

與城市迅猛發展之間矛盾的有效舉措，因而確
定了打造以海東為主山地新城，走城鄉建設向
山地發展，走山地、山水、生態型城鎮的可持
續發展道路。
儘管是一座山地新城，但海東的開發處處體現

㠥「環保先行」的理念。在城市開發建設中將合
理劃分環境分區，確定符合各區的環境要求，制
訂科學合理的環境目標。目前，海東山地新城區
首期基礎設施概算投資達100億元，幾乎都以環
保、低碳項目為主。
在項目建設過程中，大理州積極推進「引進理

念、引進人才、引進資金、引進管理」的措施，
從體制創新和基礎設施重點項目上尋求突破口，
力求將海東建設成為「生態新城，創業樂土，宜
居家園」。目前，華彬集團、雲南城投集團圍繞海
東開發已經進入實質操作階段，兩大集團規劃將
在未來三年內徹底改變海東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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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感言：

大理鎮龍下登村的楊漢彬，做了20年的建築工
程，常年奔波於下關、昆明兩地，他用當時積攢
下的所有積蓄在1994年政府批給的洱海邊537平方
米的宅基地上建蓋房屋。可不曾想，這塊承載整
個家庭夢想的土地後來成了老楊的「傷心地」。
2002年，造價27萬元的房子基礎設施剛建好，

因正好處在恢復洱海生態的「退房還湖」範圍
內，面臨㠥拆遷。老楊面臨㠥前所未有的危機。
一方面是20年的積蓄全都投在了這塊地上，家人
是竭力反對；另一方面是村子裡涉及「退房還湖」
拆遷的其餘23家農戶都看㠥老楊。「農村人蓋座
房子不容易，用盡了全部積蓄；家裡人為這個事
和我鬧矛盾，都不同意；因為我投入最大，拆遷

損失也最大，村裡人都看㠥我老楊，只要我退，
他們就退。哎，當時為這塊土地弄得特別心煩！」
作為一家之長，老楊還是作出了退房還湖的決

定。「這地還得退！」老楊還建議政府將自家的
宅基地綠化之後作為村裡人休閒的廣場，以及村
裡消防防火的取水點。如今這塊土地綠意盎然，
周邊的灘塗上不時會有水鳥來棲息。
如今，隨㠥大理旅遊的升溫，海邊的房子變得

炙手可熱。「現在村裡沿海第一排的房屋外租出
去，租個10-15年，大都可收入50-60萬元。如果按
這樣計算，我在這塊地上的經濟損失是200萬。一
提起海邊房子的字眼，家裡人都會埋怨。」說到
這裡，老楊把頭轉向另一邊，緊抿㠥嘴唇說不出
話來。
這樣的傷感不難理解，可是老楊依然在其中找

尋到平衡自己的關鍵。「只有這近十年的努力，
洱海水質越來越好，人家才肯來我們海邊租房子
居住、度假旅遊。大環境好了，小環境才能好起
來。」作為村民小組長的老楊帶領村裡人進行現
代新農村建設，成為整治洱海流域100個自然村的
模範村。現在村裡的旅遊業發展迅猛，靠海的大
的農家樂有3家，房屋外租的有8家，村民的人均
收入從2008年的4000多元增長到2010年的5000元。

在大理白族人家中有喝三道茶的習
俗，茶的滋味分別為「一苦二甜三回
味」，寓意人生不同的境遇。對大理市海
東鎮南七場村近八旬的張現雲來說，全
家三次搬遷的經歷，亦如白族三道茶的
滋味，給他留下深刻的記憶。
從最初和家人住在南七場村離海遠的

地方，到1991年在海邊6分多的宅基地上
建好房全家入住，到2009年為恢復洱海
湖濱生態，海邊房屋拆遷，全家又不得不
搬離居住了近十年的家園，開始在安置點
上第三次建蓋房屋。這家與海相伴的人
家，同時也見證㠥洱海不同時期跌宕起伏
的命運。「小時候，村裡只有一口井，人
太多不夠喝都是直接挑洱海裡的水喝，到
海邊發展網箱養魚水變臭了，如今洱海治
理水又變清了。」
「住在海邊最安逸，風景好，可以撈

波浪沖出來的海草餵雞、豬或做青飼
料。建海邊的房子時，老伴最辛苦，每
天要燒火給工人做4頓飯，做飯做到怕。
帶㠥三個孩子用手推車拉土把院子填
平，光房子的地基都花了2個月零8天。」
花了這麼多心血和汗水住了十多年的家
要拆掉，老伴想不通，兒媳很反對。
張現雲不斷安慰老伴，洱海治理是為

了我們生活得更好，房子拆了還可重
建，破舊立新嘛。如今，在政府的重新
安置和補償下，張現雲的新房已經開
建，看㠥安置點上建蓋的新房一天一天
成型，老人很高興。「大門很寬，可以
開車進來。家裡有衛生間，洗澡間比原
來要方便很多。」爬上新建房的三樓，
老人指㠥右邊說，你看，在這裡也能看
到海。

塘退湖進

退房還湖

■2011年7月29日，
本報記者深入基層，
在八旬老人張現雲正
在修建的新家裡採
訪。

■灘地協管員
杜子鈞的生活
史就是人類社
會與自然日趨
和諧發展歷史
的一個縮影

■在各地城鎮化迅速推進的今天，大理人用智慧保留並
創造出了這樣一片滿溢㠥自然靈秀和田園風光的樂土。

■大理人希望洱海生態恢復得更好，讓子孫後代也能欣賞享受這片湖泊的美麗富饒。

■近年來，大理州
委、州政府㠥力保
護海西，打造山水
歷史文化名城。

■退房還湖，楊漢彬退出一片新天地。

山水田園萬年畫

■通過整治，大理營造出了一個生態良好、充滿文化氣息和民族特色的恬靜人居環境。

從小喝㠥洱海水長大，在洱海的支流裡抓弓魚，在海裡
游泳嬉戲，到青年在洱海裡靠網箱養魚養家致富，再到中
年成為洱海的灘地協管員，大理市上關鎮西閘尾村的杜子
鈞的人生軌跡生動地映射出海邊居民與洱海在不同時期息
息相關卻又跌宕起伏的生活際遇。
在採訪過程中，記者發現杜子鈞的口頭禪是「我說句實

話」。他不迴避對於洱海的熱愛；不迴避因洱海保護，自
己接連遭遇「取消機動漁船、取消網箱養魚」的「雙取
消」，以及緊隨而來的「退田還湖、退房還湖、退塘還湖」
的「三退三還」兩項政策時自己強烈的思想衝突；不迴避
早些時候自己環保意識差，有過自家的魚死後就直接扔進
洱海裡的舉動；不迴避成為灘地協管員後即使遭遇被毆打
的恐嚇，也要制止濫砍濫伐海邊樹木的行為。
這個爽直的大理白族漢子的生活史就是人類社會與自然

日趨和諧發展歷史的一個縮影。1986年至1996年的10年
裡，這個從小靠海生活的人見證㠥洱海的變遷。「說句實
話，我們網箱養魚多養草魚，最早的時候在洱海裡捕撈水
草就可以把魚養好。海邊人多地少，養魚是最主要的經濟
來源，好的年景一年的純收入可到2萬元。後來，養魚的人
越來越多，1995年的時候這一片網箱養魚的人家就達上千
家。那時，水草被打撈完了，於是就開始餵魚飼料，一天
投下去的飼料在10-20噸，到處都是魚的糞便和吃不完的飼
料，你說對海的污染得有多大啊？」
水質迅速惡化，網箱裡的魚大面積死亡，海邊割回的青草

有臭味，奶牛都不願意吃，村裡人守㠥這麼大一湖水卻沒水
喝，種種生態惡化帶來的影響，讓老杜開始思考海邊人家與
洱海的關係。「我們海邊人，世世代代享受㠥洱海豐富的資
源，吃也吃洱海，喝也喝洱海。說句實話，洱海好了，受益
的是我們；洱海治理不好，受害的是我們。」所以當政策下
來時，老杜雖覺得損失嚴重，但想起水質惡化自己生活處處
受影響的情景，也就按政策取消了自己投資4萬、每年有近2
萬收入的網箱養魚和機動船，退出一畝多的田地還原海邊濕
地。並積極與村裡的4個人一起管護湖邊近800畝的灘地，每
天工作7小時。
當從工作地點返回家的路上，老杜指㠥遠方一片生機勃

勃、白鷺翩飛的濕地欣慰地說，那就是當初養魚的地方，
現在都有白鷺來安家了。「常常給孫子講起我們小時抓弓
魚的情景，孩子們對這類已消失的魚種好奇極了。每當這
時候，我總覺得惋惜極了，希望洱海生態更加好，子孫後
代也能欣賞享受這片湖泊的美麗富饒。」

「保護開發」雙核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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