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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初年，古侯、曲涅两个部落的
彝族先民从云南昭通出发，跋山涉水，
跨过金沙江进入大凉山，而雷波则成
了他们率先落脚的地方。

1950年7月15日，雷波县迎来解
放。72年间，在这块2838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脐橙香味远扬四方，彝族民歌
愈发嘹亮，溪洛渡水电站助力绿色崛
起。雷波，正朝着凉山东部高质量发
展示范区的目标不断奋进。

乡村振兴 小脐橙带来“大黄金”

提到雷波，被人熟知的更多是甜
蜜的雷波脐橙。

1991年，6个柑橘良种被引入雷
波，并逐渐成为当地人眼中的“黄金果”。

但危机很快就出现了。2002年，
因上游修建水电站，脐橙主产区将被
淹没，雷波脐橙招牌摇摇欲坠。当地
决定在雷波县千万贯乡青杠村新建脐
橙产业园，打响招牌保卫战。

此后18年，凭借脐橙，雷波成为中
国优质脐橙第一县，青杠村成为远近闻
名的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2021年，
雷波脐橙综合产值达3.86亿元，为脐橙
主产区农户平均增收3万元以上。

早在清朝，雷波县黄琅镇生产的
毛尖茶就以独特的风味成为“贡茶”。
现在，“黄琅贡茶”早已声名远扬。

如今，雷波正以农业稳县作为七
大战略之一，加快建设绿色、实力、开
放、宜居、幸福、和谐“六个雷波”。

文旅兴县 建起旅游观光后花园

打开雷波卫星地图，东北部深蓝色
的湖泊宛如宝石，镶嵌在山地之中，这是
我国第三大高山深水湖泊——马湖。
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力度加强，马湖水
质不断提升，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

马湖之中，孟获殿成为热门打卡
地。东汉末年，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
有了“七擒孟获”的故事。传说中，孟
获来自雷波。孟获故里、诸葛南征，三
国文脉延续至今，为雷波赋予了独特
的文化底蕴。

顺着绵延的大山，在雷波与美姑
的交界处，麻咪泽省级自然保护区里，
大熊猫、四川山鹧鸪等珍稀保护动物
愉快地生活着。除了这些“小精灵”，
还有被《国家地理杂志》称为“地球的
边缘”的龙头山大断崖。

深厚的历史文化，丰富的自然资

源，雷波正乘着旅游兴县的东风，主动
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
双圈人民旅游观光的“后花园”。

绿色崛起 坐拥世界第四大水电站

丰富的水流、险峻的峡谷，给予雷
波天然发展水电的条件。

1978年9月，水电工程部队奔赴溪
洛渡峡谷，当地人听说要在雷波建设一
个“超级水电站”，但此后鲜有消息传出。

直到2007年4月，“超级水电站”
传来喜讯，溪洛渡水电站大坝主体工
程开工。7年后，装机容量1386万千
瓦的世界第四大水电站——溪洛渡水
电站建成。碧绿的河水，与青山融为
一体，为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贡献
了雷波力量。

如今，雷波的山坡上，风车转动，6
个风电场总装机达34.39万千瓦。雷
波，正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实现“绿色崛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席秦
岭 罗石芊周翼

参考文献：
雷波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雷波县

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4

雷波县

卫星图像拍摄时间：
2020年

凉山州自然资源局供图

08 2022年12月15日 星期四 编辑江亨 版式宜文 四川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攀枝花是一座“森林城市”。攀枝花市委宣传部供图

如果要选一种颜色来代表冬天，很
多人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词可能是白
色。天气预报显示，从12月15日开始，
新一轮冷空气将至，“去时雪满天山路”，
或将成为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常见景色。

在四川的最南端，有一座“没有冬天
的城市”，南亚热带干热河谷气候给这里
带来了20.4℃的年均气温，一年四季的山
青水绿，是这里最引以为傲的发展底气。

这座金沙江畔的城市有一个美丽的
名字——攀枝花。近日，攀枝花市印发
《关于推进科学绿化的实施方案》，全面
推进山水宜居公园城市建设，用更大的
力度守护这满城的绿水青山。

水绿
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大大提升

说到攀枝花，就不得不提金沙江。早
在2000多年前的《禹贡》中，金沙江被称
为“黑水”，后因盛产沙金，改名为金沙江。

千百年来，金沙江裹挟着大量泥沙
滚滚向前。在老一辈攀枝花人心里，金
沙江的“黄”，是刻在骨子里的深刻记忆。

金沙江水由黄变绿、由浊变清的故
事，还要从上个世纪末讲起。1999年，经
国家发改委批准，攀枝花污水处理厂正
式立项，一项“清澈金沙江、保卫母亲河”
的“清澈”行动轰轰烈烈展开。

20多年过去了，攀枝花城市生活污
水处理厂已增至9座，城市污水处理能力
提升至每天21.36万立方米。

在攀枝花格里坪特色产业园区污水

处理厂，经过处理后的园区生产、生活污
水，通过沿岸布置的管道排放进金沙
江。“经过处理后的水质可达到《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A标
准。”该污水处理厂相关负责人说。

2016 年以来，攀枝花市累计投资
24.6 亿元，新建污水收集管网795.8 公
里。目前，攀枝花已完成6个工业园区的
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如今，站在攀枝花炳草岗大桥上远
眺，金沙江依旧在山谷间流淌，不同的
是，曾经是“游泳上岸满头沙”，如今是

“一江碧水绕城过”。

山青
10年累计投入7.5亿元建样板

12月13日，家住攀枝花东区的陈宇
再次来到马坎森林公园。“以前这里是一

片荒山，现在到处都是绿色，空气好，我
很喜欢带着家人前来游玩。”他说。

“三线建设时，攀枝花和上游地区很
多森林工业企业以砍树为主要业务，砍
下的木头从河里漂运到全国各地。”76岁
的市民刘建立回忆，木材运走了，山也荒
了，石头裸露，“到处都是灰突突的。”

由于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生态脆弱
区，攀枝花整体山高坡陡、土层瘠薄，并且
一年里有7个月没有有效降雨，“很多树苗
根本熬不过这段时间。”这个问题在很长一
段时间困扰着攀枝花的林业工程师们。

针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当地通过修建
提灌工程引水上山，人工背土上山改良土
壤，因地制宜选择适地栽种成活的树种、加
做树坑保水圈等措施，在干热河谷造林方
面作出大胆探索。如今，每年6月29日，攀
枝花都会如期举办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2012年以来，攀枝花累计投入7.5亿元，
建成马坎、棉沙湾、干坝塘等15处高标准市区
（县城区）视野山体生态综合治理样板地。

曾经用来涵养水源、守护家园的一
棵棵绿树，如今还带来了经济效益。今
年，攀枝花依托“绿水青山”，推出露营、
户外体验、摩托车越野、观景赏花等活
动。今年国庆假期，各具特色的乡村民
宿也成为市民自驾出行的热门目的地，
预订量同比增长近五成。

展望
计划到2025年实施营造林40万亩

作为长江上游重点国有林区和水源
涵养区，攀枝花市一直积极探索推动金
沙江干热河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着力构建长江上游绿色屏障。

在攀枝花市委确定的“一三三三”总
体发展战略部署中，绿色低碳战略和清
洁能源“文章”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近日，攀枝花印发《关于推进科学绿
化的实施方案》，明确将大力开展六大专
项行动，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治理，全面推进攀枝花山水宜居公
园城市建设，促进城乡绿化增量提质，提
升市域森林质量。

根据方案目标，到2025年，攀枝花
全市要实施营造林40万亩，治理金沙江
生态脆弱地区0.5万亩，开展矿山生态修
复治理0.75万亩，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率达80%以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翼

一江碧水绕城过

攀枝花全面推进山水宜居公园城市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