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理市泪海保护管理局编



大理市湾海保护管理局编



大理苍山再海卫星遥感图

2002年卫片

• 



@ 
大
理

河
海
数

字
化
水
下
地
形
图

注

测'晶描画

正睛'东惶

防2民水位

l i1 1 田

1974 回

1974 20 

20 14 

11 91 

.!.uz. 
21 43 

21 94 

237 84 
241 31 
142 11 

248 11 
21 1 31 

252 91 

四川
一
川
一
阻
四

川
蜗啤

事酣亨 2002 豆~3 月@现S 动串戴?比凰凰

扁'的主瞿踵'自阳下，当高IV'，酬158 米的

湖画面积 251 32 早 7与世'
湖事匾 27 43 亿!l J可米

岛斟面IR 0 /48 平市~!H
.主来嚣 21 30 米

平均刻~N 10 10 嫌

且血水型tiJ章ltJ句 11199 个

图例
不网水深颇色栋i在最

旧、 |融鲁| 哺 硬|醺售
。 -2 1 - 1' 0-1 21 -
p 4 I - 11 2-1‘ 1 -
4 6 1 _ 1''' _1 61 _ 
6- B 1 - 116-181 _ 
8- ' 0 1 - 118- 1 -

，2{)α)0() 

αJOαm = …… • 
' 回

• 

• • 



悍
海
流
域
现
状
图

、 、

、 .;

\ 

..,. 
、、

、

、

1生-

倒

末"矿

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00 '00 ' \oO' \.'j ' 100气30 '

经手
11 

g每
瓢

流
2fiωlii 

域

‘ 习、

系

图
2fi' OO ' 

江 苍山十八瑾

1 筐8 .. 
2 万在最

3、 阳襄

' . 踵司最

S. .. • 

‘臭...
7 曲....

S 凰霄瑾

9. a""，革

l' 幅最
11 槐矗

11 中"量

Il 白鹤最
1 4 . Jt量

\s 琦'疆

16 . "蝇量
1 1. 早再追l' 阳南现2.') '45 

法

漾澳县 @

图 例 ' 
@ 县、市政府极地

• 乡. fIII政府应地

25'30'1 水 系

4、 湖泊、水，军

江 10 20 

· 坝 E -
千米

- 山 E 



得
海
保
护
治
理
六
九

工

程
布
局
'
示
意
图

六
、

环
咙
管
理
与
能
冷
建
仗
工
程

豆
、
优
d
风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甸
、

生

态
修
复
和
建
仗
工
程

三
、
生
态
农
止
建
设
及
农
材
环
绕
改
总
工
程

二
、

主
要
入
湖
河
道

w
m魂
曲
"
令
整
治
工
程

-
、
钱
镇
坏
缆
改
总
基
础
仗

·施
建
设
工
程

?耳海流域环境功能区为l

主要入湖河流及湖泊水污染治理区

梳镇污染综合治理区

坪海水生生态保护区

水源涵养及水土流失治理区

Z耳海湖滨保护区

农业污染控制区-
@ ---
-

• •• 



于

• • 

图 1 .集镇街头宣传湾海保护

图2. 深入农户宣传

图3: 像保护眼睛-样保护浑海

图4: 湾海水生物核心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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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1 : 渔政执法

图2: 环保执法

固3: 行政执法昕证会

图4: 水上治安执法

图5: 捕捞秩序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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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退耕还林

图2: 退房还海
图3: 万亩焦回退壤还湖

图4: 三退三还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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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生物

图2 : 海海湿地

图3: 湾海湖滨带生态恢

复工程

图4: 优美的浑海湖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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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湾海基底修复

图2: 投放鱼苗鱼种

图3: 渔俯归港统一管理

回4 : 海海滩地协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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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海，是大理白族人民的"摇篮"和"母亲湖"是自治州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

础，是目前中国城市近郊保护得最好的湖泊之一。河海作为西南高原一颗璀躁的

明珠，呵护了一代又一代大理人民。

再海的保护治理，古已有之，且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成就，但是由于生产力低下，

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新中国成立后，省、州、市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领导各族

干部群众掀起了大规模的保护治理再海行动，特别是近几年来，通过加强城市环保

基础设施建设，截断并治理城市污染"双取消"、"三退三还"、"禁磷"、"禁白"、推广

生态农业、疏挖底泥、恢复湖滨带等一系列保护治理工程，探索出一套成功的做法

和经验，在全州经济增长、人口增加、污染负荷加重的情况下J耳海保护取得了重大

成效，流域内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社会进入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建设滇西中心城市，将再海推向再创辉煌的前沿。要使?耳海成为大理的"名片"

和"灵魂"须打造良好生态，延续历史文脉，彰显个性魅力，铸就永久品牌。目前"象

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泻海"、"再海清、大理兴"已成为全州、|广大干部群众的共识。

盛世修史。在州市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再海管理局的三任领导班子组织

编撰了《再海管理剖，值志付梓之际，我亦喜摄数语谨抒已怀一→耳海管理历史无

记载，早期少归结，编篡的同志能从浩翰烟海中拾其精粹，广征博采，通力合作，精

心编撰，实为不易，难能可贵。他们的辛勤耕耘和所付出的心血，将随志长存。

古人云"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盛世修

志，不仅在于彰扬文治，关键在于昭示后人。《海海管理志》用新观点、新方法，较为

系统的记述了?耳海各个时期的活动、成果和特点，以详今略古，求实存真的方法，

融汇了再海古今管理的全貌，从纵横二向，展现了再海管理的全局，揭示了事物发

展的规律，既记述了已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的经验，又不回避挫折失误的教训，具有

"资政、存史、教化"的价值。全志文约事丰，言简意贱，是一部了解辞海、认识再海，

供各级领导科学决策，振兴河海的"辅治之书"是服务当代，惠及后人的"传鉴之

作

?耳海，有千年积淀的历史;再海，定会有辉煌的明天。

是为序

大理市市长段力

2006 年 8 月 8 日



凡例

一、《再海管理志》是一部记载再海管理情况的专业志书。

二、本志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是求事地记述:耳海管理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按1耳海管理的职责横排纵写，以章、节、目，子目四个档次编排，共分十一章

三十七节，其中目和子目按需要设置。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录等体裁，力求图文并茂;按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要求，由概

述、大事记、专章、人物、附录 5 个部分组成。

五、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 1984 年以前部分略写， 1984 年至 1998 年详写， 1998 年至

2005 年重点记述。上下限为:上不限，但略写，下限为 2005 年 12 月 30 日。记事范围为1耳

海管理区域，个别事项为记述完整，则超出1耳海管理区域到再海保护区域或更远。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专章述而不论，寓褒贬于事物的

记叙之中。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未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部分史事在大事记中

记述，专章略记或不记。全志行文求简沽，文风求严谨，文略事丰，详实可靠。

七、行文中，大理白族自治州简称为大理州，大理州再海管理局、大理市再海保护管

理局简称为1耳海管理局，其它简称按修志规范简写。

八、志书中，政权不加政治定语，人物直书其名，有演变的地名用括号标出现地名。

九、本志纪年一律用公元纪年，名称均系当地当时名称，度量、货币均为当年使用单

位，加括号标注国家现行计量标准;县市乡镇按东、南、西、北、中排列，不分大小远近，再

海水位高程为海防高程，用括号标出换算后的 85 高程。

十、本志资料来源源于档案文献、书刊，口碑资料一般不用，即使偶尔使用亦需反复

核实，保证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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