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眼地球，人类与自然界万物共生共存、联系紧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日。日前，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做好 2021 年六五环境日宣传工作的通知》指出 2021 年
六五环境日主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旨在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意识，坚定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
最丰富的省份，从热带到寒带，千千万万的生灵集中在这里，成为自然奇观。从巍峨雪山到延绵梯田，从灵动的金
丝猴到壮丽的红土地……

这里是云南，熠熠生辉的高原湖泊造就了美丽的湖光山色；这里是云南，绵延数百里的雪山显现雄浑巍峨的姿
态；这里是云南，层峦叠嶂的千年梯田勾勒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是云南，五彩斑斓的云海描绘曼妙美丽的水墨画；
这里是云南，针叶林中滇金丝猴在林间嬉戏；这里是云南，高云湖泊里黑颈鹤飞翔觅食栖息；这里是云南，自然保
护区里新物种在蓬勃生长。七彩云南山青水秀，地美天蓝，是无数人向往的“诗和远方”。再过四个月左右，联合
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

（文 | 云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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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
6 月 25 日，“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云南

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经
济社会发展专题发布会在昆明举行，省政府办公厅、
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重点
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省在脱贫攻坚、基础设
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等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
定性成就。到 2020 年底，全省 933.39 万农村贫困
人口全面脱贫、8502 个贫困村出列、88 个贫困县
脱贫摘帽，150 万人完成易地扶贫搬迁，11 个“直
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实现整族脱贫，困扰云南
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全省地区
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提前实现比 2010 年翻一番
目标，“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
标绝大多数已经完成或超额完成，一半人口实现在
城镇居住，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兑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掉队”
的庄严承诺。

经济总量实现历史性突破，经济增速连续多
年处于全国前列。2020 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
24521.90 亿元，是 2012 年的 2.2 倍，全国排位从
第 24 位跃升到第 18 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5
万元，是 2012 年的 2.2 倍；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达 2116.69 亿元，是 2012 年的 1.6 倍。固定资产投
资实现跨越式增长，2012 年以来，云南省投资规模
年均增长 15.8%，2020 年投资规模是 2012 年的 3.2
倍，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占比 4 成，成为支撑增长
的“主力军”。

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由瓶颈制约向基本适应的根
本性转变。截至 2020 年底，全省公路里程超过 29
万公里，高速公路超过 9000 公里、是 2012 年的 3
倍，110 个县（市、区）实现通高速；铁路营业里
程 4233 公里，是 2012 年的 1.8 倍，高铁从无到
有，营业里程达 1105 公里；民用运输机场达到 15
个，客货航线 666 条，国内外通航城市 169 个，基
本实现昆明至南亚东南亚国家首都航线全覆盖；滇
中引水工程建设全面提速，国家大型水电基地基本

建成，云南省“缺油少气”的局面得到改变，建成
13 条与周边国家电力互联互通线路，4G 网络实现全
覆盖，5G 商用试点全面启动，快递网点乡镇覆盖率
99.7%。

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全省三次产业结构
由 2012 年的 14.8：40.2：45.0 调整为 2020 年的
14.7：33.8：51.5。绿色能源成为全省第一大产业，
绿色铝、硅产能居全国前列，工业发展格局从原来
的烟草“一枝独秀”转变为烟草和能源两大产业双
驱动；“绿色能源牌”重点产业综合产值年均增幅
16% 以上，农产品出口额多年位居全国第六位、西
部第一位；智慧旅游成为云南旅游转型升级新名片，
大滇西旅游环线、半山酒店、特色小镇等成为旅游
新亮点；“数字云南”建设步伐加快，国家禁毒大
数据中心、中国林业大数据和中国林权交易（收储）
中心等落户云南，“一部手机”系列产品站上行业
制高点。

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开创新局面。2020 年，
全省 200 个重要河湖库渠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
89.5%，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由
“十二五”末的 66% 提升至 83%；九大高原湖泊中
劣 V 类水体从 2015 年的 4 个减少为 1 个，州（市）
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98.8%，
森林覆盖率从 2012 年的 54.64% 提高到 65.04%，
90% 以上的重要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
种得到保护。

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扎实推进。到
2020 年底，中越铁路境内段已建成并实现全线准轨
电气化，中缅大理 - 临沧铁路建成通车，中老铁路
将在今年内建成通车；云南到南亚东南亚通航城市
达 33 个，数量居全国第一；建成以中国（云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为引领的多层次开放平台体系，云南
建立的双边合作机制覆盖湄公河流域 5 国。截至今
年 3 月，已与境外 106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跨境人
民币业务，累计结算金额超过 6000 亿元，全省进出
口总额从 2012 年的 210.05 亿美元提高到 2020 年的
389.46 亿美元，保持年均两位数增长，8 年累计实
际利用外资 116 亿美元。

民生福祉得到有效保障、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十三五”期间，全省财
政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累计支出 2.2 万
亿元，占比一直保持在 70% 以上；2020 年，全省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37500元、12842元，
与 2012 年相比分别增长 77.9%、1.4 倍；全省城镇
新增就业人数 357.52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
4.03% 以内，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
各级各类教育普及程度和发展质量得到大幅提升，
129 个县（市、区）全部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
衡发展，实现县级公共体育场（馆）和 5 级公共文
化服务设施网络全覆盖。

（文 | 云南日报   记者 段晓瑞）

保山中心城区大景
新华网发（杨磊 摄）

云南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比你想象的努力
1994 年 12 月 19 日，联合国大会决定从 1995

年起把每年的 6 月 17 日定为“世界防治荒漠化和
干旱日”。今年，我国确定的主题为“山水林田湖
草沙共治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资源得天独厚的云南，在防治荒漠化和干
旱方面却从未掉以轻心。事实上，云南也是全国干
旱情况比较严重的地方之一，曾有“3 年一大旱，
一年一小旱”之说。与此同时，受地形地貌影响，
云南东川、西畴等不少地区属于荒漠化、石漠化地
区，防治荒漠化石漠化的任务繁重。

在防治荒漠化和干旱面前，云南比你想象的要
努力得多。

干旱，是一种水量相对亏缺的自然现象，通常
指淡水总量少，不足以满足人的生存和经济发展的
气候现象，从古至今都是人类面临的主要自然灾害。
即使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它造成的农作物
减产或绝收、工业供水不足、生态系统受损或遭受
致命性打击等灾难性后果仍然比比皆是。

荒漠化指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偏旱地区的土
地退化，曾导致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口
几个庞大帝国的崩溃瓦解，至今仍然是时代最大的
环境挑战之一，被称为“地球的癌症”。

自带生态“主角光环”的云南，也面临极大的

压力
被北回归线贯穿的云南，地跨长江、珠江、元江、

澜沧江、怒江、大盈江 6 大水系，全境基本属于亚
热带和热带季风气候，林地面积 4.24 亿亩，森林
蓄积量 20.67 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65.04%。行走
于云南，入目皆是深深浅浅的绿色。

便是这样一个在生态文明方面“自带主角光环”
的云南，也在防治荒漠化、石漠化和干旱方面面临
着极大的挑战和压力。

云南省是我国岩溶分布广、石漠化危害重、治
理难度大的省区之一，岩溶地区石漠化已成为云南
省最为严重的生态问题。

同时，由于受气候干湿季节明显、植被涵养水
源能力减弱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云南干旱已成
常态化。1950 ～ 2012 年的 63 年间，云南省共出现
59 个旱年，其中大旱 24 年，小旱 35 年。出现了
2003 ～ 2006 年、2009 ～ 2012 年的四连旱，其中
2009、2010、2012 年连续三年都是特大旱情。

“十三五”期间，云南抓绿化重修复，完成营
造林 3847.7 万亩，退耕还林还草和陡坡地生态治
理 1286.7 万亩，石漠化综合治理 538.36 万亩，防
护林建设 60.9 万亩，退化草原修复 410 万亩，退
牧还草 238.2 万亩，年均义务植树 1亿株以上。

全面落实河湖长制，构建九大高原湖泊“保护
优先、严格管控、一湖一策、系统整治”的新思路，
创新建立跨省湖泊保护治理新机制，积极推进从“一
湖之治”向“流域之治”、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
体综合施治转变。

加快建设重点水网工程，加快供水安全保障网
建设步伐，加快实施防洪薄弱环节，加快推进水生
态文明建设，完成水土保持重点工程治理面积 2.54
万平方公里，新增供水能力 22 亿立方米，新增蓄
水库容 17 亿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
0.45 提高至 0.492，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
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 29%、42.9%。

加快种植结构调整。云茶、云咖、云坚果、云
花、云肉、云菜、云果、云药各自飘香，水稻旱播、
咖啡坚果套种、轮作种植、规模化种植等新技术新
模式层出不穷。

防治荒漠化和干旱，需你我共同行动
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是一个需要我们长期关心的

全球性话题，荒漠化和干旱离我们并不遥远。身处
祖国西南的生态屏障，身为云南绿色身处走出来的
云南人，重视环保、热爱自然，应该每天都记在心间，
并在实际行动中长期实践。

（文 | 云南网）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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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格 里 拉 三 坝 乡哈 巴 村“ 薯” 来 运 转 走 向 小 康 路

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近日，香
格里拉市三坝乡哈巴村告湾村民小组，迎
来了马铃薯丰收季。伴随着机械的轰鸣声，
一垄垄的绿叶倒伏下去，一颗颗饱满圆滚
的马铃薯“破土而出”，不多一会就收获
了满地红，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近年来，香格里拉市三坝乡哈巴村持
续加强与香格里拉市鑫林种植有限责任公
司合作，以土地流转以及“公司 + 农户”
等形式在哈巴村告湾村民小组带领群众种
植高原红早熟马铃薯 600 多亩。据初步估
算平均每亩产值在 7000 元左右，按照今年
产量，不仅企业收益颇丰，当地农户也得
到了一定的实惠，为促进当地村民致富发
挥了示范带动作用。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村党支部
副书记。我有责任有义务为乡亲们找到一
条致富的门路，带动更多的老百姓脱贫致
富，过上幸福生活，让乡村振兴的根基打
得更加牢固、更加扎实。” 杨向林说。哈
巴村告湾村民小组从开始试种只有零星几
户发展到了今天的 80 多户 600 多亩，加上
周边村组种植，哈巴村总种植面积已经超
过了 1500 多亩，随着种植面积扩大农户收
入也不断在上升。目前，村里每户最低种
植有 2 亩，多的种植有 10 多亩。农户把个
大品质好的出售给公司，个头小而品质差
的拿来养猪。村里还大量养殖生态猪，每
家少则养能繁母猪 5 头，多者几十头。通

过种养殖结合，降低饲料成本，带来更多
的经济效益，去年每户毛收入在 5 万元以
上，马铃薯和养殖生态猪如今成为了当地
群众最大的增收渠道。

“种植容易销售难”这是山区产业发
展的一大难题，近年来，当地党委政府同
香格里拉市鑫林种植有限责任公司有效合
作，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精准扶贫及乡村振
兴等惠农政策，积极探索品牌之路，拓展
销售渠道。农户种植出来的早熟马铃薯被
公司运往香格里拉市区各大农贸市场销售，
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有效解决了产
品销售难的问题。使哈巴村乃至周边群众
得到了稳步增收，进一步巩固了脱贫攻坚
成果。

杨向林介绍：“我们的马铃薯品质优，
在香格里拉市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好评。
除此之外，我们还为种植户提供可靠的优
质种薯、标准化种植方案和植保技术，进
一步探索更优质、更具特色的长效发展模
式，带动当地群众持续做大做强马铃薯产
业。” 一袋袋丰收的马铃薯、一张张喜悦
的笑脸。凭借着小小的马铃薯，哈巴村的
村民们不仅有了增收致富的渠道，而且不
少农户也因马铃薯有了更加稳定和富裕的
生活。

（文 | 云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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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绿芜青人寂寂，倚窗空对天昏。

尽倾离散酒一樽。

池塘泛起，菡萏过重门。

杨柳不知人事改，还舒来去轻痕。

秋菊野望泪沾尘。

书楼飘卷，故事恰相闻。

流金岁月
毕业，就像一个大大的句号，从此，我们告

别了一段纯真的青春，一段年少轻狂的岁月，一
个充满幻想的时代…… 

毕业前的这些日子，时间过的好像流沙，看
起来漫长，却无时无刻不在逝去；想挽留，一伸手，
有限的时光却在指间悄然溜走，毕业答辩，散伙
席筵，举手话别，各奔东西……一切似乎都预想
的到，一切又走的太过无奈。 

每一天，我们都会有意无意地再逛逛校园，
看一看它今天的样子，想一想四年前它如何迎来
稚气未脱的我们。走了四年，似乎又走回到了起
点。突然觉得，四年的同窗、身边的朋友，比想
象中要和善、可爱得多！
星光下的夜晚，每一个都
温柔如风。 

一幕幕的场景就像一
张张绚烂的剪贴画，串连
成一部即将谢幕的电影，
播放着我们的快乐和忧
伤，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和
过往，也见证着我们的友
谊和同窗情谊！ 

来到这片校园之前，
想象大学生活是白色的。
因为象牙塔是白色的，整
个生活就好像它折射的
光：纯净而自由。 

大一的时候，觉得生活是橙色的。太多新生
活扑面而来，新鲜而灿烂，热情而紧张。橙色的
记忆里，有第一次见到知名教授的激动，第一次
加入社团的好奇，第一次考试的紧张…… 

大二的时候，生活是绿色的，青春拔节生长，

旺盛得像正在生长的树，梦想也一点点接近现实。
跟老师讨论问题时，看见他脸上满意的微笑；开
始熟悉校园里任何一处美食…… 

大三的时候，生活变成蓝色。我们冷静了下
来，明白自己离未来究竟有多远，并要为此做出
选择：出国，考研，还是工作。所有与这个决定
相关联的一切都可能会变化，包括我们的情感，
那还年轻没经历过风雨的情感。 

大四的生活，像有一层薄薄的灰色。在各种
选择里彷徨，每一个人都忙忙碌碌，一切仿佛一
首没写完的诗，匆匆开始就要匆匆告别。 

但那灰色里，却有记忆闪闪发亮。那些彩色
的岁月，凝成水晶，在
忙碌的日子里，它们是
我们的资本，也是我们
的慰藉。 

即将到来的六月，
我们和去年学长毕业时
一样，把行李装好了箱，
一点点往外运，整个宿
舍楼就这样在几天之内
变回空楼，变成一个无
限伤感的符号。记忆也
同时从校园离开，收藏
进内心的匣子，那是我
们的流金岁月，也是我

们的宝藏。 
未来就像天空中一朵飘忽不定的云彩，而我

们，从毕业这一天起，便开始了漫长的追逐云彩
的旅程。明天是美好的，路途却可能是崎岖的，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有一份弥足珍贵的回忆，一
种割舍不掉的友情，一段终身难忘的经历。 

毕业季
写下的字
划下的伤

抹不掉的思念
解不开的千千结

一片落叶的飘零
谁人识得它的模样

它曾经在春天与花相伴
它曾经在夏日托起绿荫
它也会在冬天同雪长眠

鸟儿在寻找
冬天温暖的归宿

人们看见了无数的感伤
每一次毕业的旅行

就像鸟儿的迁徙
停下的不是归途

而是中转站

母校是一棵树
毕业生就像一片落叶

秋天是落叶的季节
夏天是毕业的季节

落叶有秋风相送
叶有多轻风就送走多远

毕业无人相聚
人有多少

分离就有多长

借一支笔给你
不用还

只要还能相遇
就不会忘记

曾经有一支笔
让你写下了那么多秘密

关于你的记忆我的回忆
我不说话
只能笑了

不笑只能苦了自己
一阵风吹来
最好的感觉

在阳光下
                                       （文 | 瑞文网）

临江仙·故
石汝学

只消一步，便可走进这并不宽敞的 422，向右

一步，是我的座位，离对铺很近，转身便可收获对

铺的零食，一步也不需要，伸手即可。

422 的集体零食箱，静静地待在靠我这边的上

床楼梯边，总有三三两两，未曾成空。一步，我可

从座位走到零食箱前。拿起零食箱，放在寝室最中

心的位置，仿佛是最先触碰它的人义不容辞之事，

而后，其余三人便一步两步，或急或缓，靠近中心

位置，围住零食箱，嬉笑相谈，零食与八卦，专业

与趣事，天南海北，好不惬意，欢声笑语成绕梁之音，

经久不绝。
422 里，“外交”是经常性的业务，虽比不得

国家间那般庄严、肃穆抑或不可触及，却也别具趣

味。有时，将水果零食送往旁边和对门寝室；有时，

集几间宿舍里的存粮——水果、零食，以瑜伽垫为席，

邀请左邻右舍的同学，走上十来步，到422参加“茶

话会”，再辅以音乐为背景，相映成趣，乐成其中，

应景与否早成云烟，无关你我。探讨学习、交流人生、

倾诉衷肠、互相鼓励，便是最为值得留恋的光景，

因而，在那会儿，总对这“陋室”心生感激。

野坂幸太郎在《金色梦乡》里将记忆比作一个

堆放墙边、横倒地面的酒桶，只要拔开木塞，记忆

就会像酒桶里的红酒一样流出来。在时间这条没有

尽头的小径上，记忆尤显脆弱，当微风刮进美好，

脑中留给记忆的位置，只是那逐渐忘却的角落，但

遇到某个契机，打开回忆的盖子，拨开角落的阴霾，

那段所念便会随即复现。

如同遇见美貌与智慧并存的人会想到我们 422

的老大。我总猜想老大的高智商和好皮肤来自充足

的睡眠，在我看来，老大的床有魔力，躺下便能迅

速入睡，像是传入了一首安眠的曲子，拉着疲惫的

身躯一步跃入梦乡，就算是经常熬夜的我，睡到老

大的床上，也会呵欠连连，倏地便合上沉重的眼皮。

要说温柔和善的人，422 的老三——我们的舍

长——确是当仁不让。进门的时候会问候门卫叔叔，

会耐心地与食堂里遇见的阿姨聊天，不论对谁都和

蔼可亲，不管于谁都倾心相待，少有生气的时候，

而若是生气了，也不过一句“不理你了”应于他人，

却未曾付诸实施。
搞笑担当是老四，会常找各种搞笑的段子来逗

我们开心，会模仿搞笑的动作来给我们表演，仿佛

搞笑是其与生俱来的能力，每次都能逗得我们捧腹

大笑。当看着她表演奥特曼的变身动作，我不仅心想，

她真是一个奇女子。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筵席也总有相聚之时。

我会好奇，离开 422 需要几步？一步离开座位，一

步离开零食箱，一步离开聪明的老大，一步离开温

柔的老三，一步离开搞笑的老四，而最后一步，便

是离开 422。
每天在 422 这个空间里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

多则十一步，少则一、两步，有时甚至一步也不需要，

可每天依然会走上许多步，每一步那么轻松、自然、

不以为意，却步步踏在心上。我想，422这块天地，

不管走多少步，也是无法离开的，就算未来毕业，

还有新的同学住进 422，组建他们的 422。而散落人

间的我们，虽身有暌违，但那存放 422 记忆的酒桶，

却能永远存放在记忆的角落，随时间的缓步前行愈

发地醇香，变成陈年佳酿，因此，进入 422 的那一

刻就意味着再也走不出去了，而这也是我们所希望

的——永远的 422。

师道

杏坛讲学经筵处，千年古韵仍飘香。
有教无类师典范，历久弥新淀陈香。
桃李育成满天下，闲谈阔步无华堂。
疏食饮水曲肱枕，心有明月自皓光。
沧海桑田难为水，登临巫山云霓望。
会泽院前书百家，至公堂下天下扬。

袁
文
杰

冯冲

夜藏匿了星星
黎明前

萤火虫的尾巴策划着工业革命
在风的怂恿下

树叶像银币一样跳舞
来不及撑伞的南方

雨打窗台  也打你的名字

千年的古树被闪电击中
硝烟弥漫半个世纪

尸体，和弹药，和化石
躲进了地下的煤层

植物高大茂盛
云贵高原的特色

墙上的男人成熟、稳重
骚动九零后的爱国情怀

山谷里寂静
风吹来远方细弱的呻吟

水流潺潺的护城河
往事拉开了窗帘

我爱你
可是，回忆里有战争

致公堂前的回响
是闻一多先生最后的绝唱

会泽院的法式主楼  巍然屹立
我们祈祷和平的睡眠

在蟋蟀的哨声中
我听到了动物们的幸福

看到了幸福的另一种可能
和平、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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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422

在
昆
明

谢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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