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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土著鱼类资源保护
工作存在虚假情况 ，土著
鱼放生数量和种类不实 。
报道显示，大理州宾川县
鲁地拉水电站2023年投放
土著鱼43.2万尾，鹤庆县
龙开口水电站2021年投放
土著鱼50万尾，云龙县苗
尾·功果桥水电站2023年
投放土著鱼33万尾，但实
际上数量远远不足 。

宾川县 生态

1.2021年以来，大理州累计投入各级财政资金和民间资本 1766.62万元，向洱海、金沙江鲁地拉库区 、龙开口库区、
澜沧江苗尾功果桥库区 、黑惠江等天然水域放流春鲤 、杞麓鲤、裂腹鱼、金沙鲈鲤等土著鱼类 618.54万尾，全州土
著鱼类资源得到进一步保护 。
2.2023年6月5日，宾川县鲁地拉水电站组织云南省渔业科学研究院 、宾川县渔业技术推广站 、大理州渔政站、永胜
县水产技术推广站在鲁地拉水电站么下码头 、金江桥等七处放流点进行鱼类增殖放流活动 ，并根据相关要求进行抽
样检测，分别出具物种鉴定 、疫病检疫相关报告 ，符合相关规定；大理州南诏公证处出具公证书显示 ：2023年6月5
日10时30分开始，由现场放流人员在鲁地拉水电站么下码头集中放流短须裂腹鱼 、细鳞裂腹鱼、四川裂腹鱼、小裂
腹鱼、鲈鲤和长薄鳅共6种鱼类，放流总数43.2万尾。
3.2021年7月18日，鹤庆县龙开口水电站组织云南省渔业科学研究院 、鹤庆县水产技术推广站 、大理州渔政站在龙开
口水电站库区码头 、下游码头和坝下金沙江支流中江河等 3处放流点进行鱼类增殖放流活动 ，并根据相关要求进行
抽样检测，分别出具物种鉴定 、疫病检疫相关报告 ，符合相关规定；鹤庆县公证处出具公证书显示 ：2021年7月18
日开始，由现场放流人员在龙开口水电站库区码头 、下游码头和坝下金沙江支流中江河放流短须裂腹鱼 、细鳞裂腹
鱼、鲈鲤、岩原鲤、长薄鳅共5种鱼类，放流总数50.02万尾。
4.2023年7月17日，云龙县苗尾·功果桥水电站组织云南省渔业科学研究院 、云龙县水产技术推广站 、大理州渔政站
在澜沧江苗尾水电站库区集运鱼码头放流点进行鱼类增殖放流活动 ，并根据相关要求进行抽样检测 ，分别出具物种
鉴定、疫病检疫相关报告 ，符合相关规定；同时大理州南诏公证处出具公证书显示 ：2023年7月17日14时10分开
始，由现场放流人员在澜沧江苗尾水电站库区集运鱼码头放流后光唇裂腹鱼 、澜沧江裂腹鱼、灰裂腹鱼、背鲈鲤共
4种鱼类，放流总数33.13万尾。

不属实 无 无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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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祥云县和甸镇旧邑
村大理凯胜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和甸镇大棚村祥姚
路边苍耳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刘厂镇大波那村路边
不知名生物质颗粒加工点
等3家企业，无环评无排
污许可，生产噪声、粉尘
严重扰民。祥云匠鑫保温
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违规使
用废旧建筑材料作为燃料
。

祥云县 噪音、大气

1.“刘厂镇大波那村路边不知名生物质颗粒加工点 ”实际为刘厂镇松梅村旧大路旁的昆明电研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祥云分公司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生产建设项目 ，该公司建设项目各类环保手续齐全 ；大理凯胜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大理苍洱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物质燃料加工项目未取得项目环评审批手续 ，未进行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 。
2.大理凯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大理苍洱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附近没有居民住宅 ，昆明电研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祥云分公司建厂 、办理环评手续时附近没有居民住宅 ，附近几户居民住宅为近年新建 ，离该公司生产车间最近的居
民住宅距离约45米。3家企业均配置安装有相应的环境治理设施 ，核查时未发现噪声 、粉尘严重影响环境情况 。此
前未接到过关于 3家企业噪声、粉尘扰民的信访举报 。
3.祥云匠鑫保温材料有限责任公司附近无居民住宅 ，其保温材料制品项目相关环保手续齐全 ，该公司4t/h生物质锅
炉使用生物质颗粒作为燃料 ，燃烧废气经多管旋风 +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35米高排气筒排放，未使用废旧建筑板材
作为燃料；但锅炉房内除生物质颗粒燃料外还堆存有废旧建筑板材 ，经核实，废旧建筑板材仅在启炉时点火使用 ，
该行为不符合环境管理要求 。

部分属实

督促大理凯胜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大理苍洱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对存在环境问题进行
整改，符合办理手续条件
的，督促企业完善相关环保
手续，不符合办理手续条件
的，对项目进行关闭或搬
迁；责令祥云匠鑫保温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不得使用生物
质颗粒以外的燃料 ，不得使
用废旧建筑板材启炉点火 ，
并通过视频监控进行监督 。

1.2024年6月3日，大理凯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大理苍洱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主动停产整改 ，并到相关部门咨询办理立项
备案、环评审批手续等事宜 。经核实，因建设项目存在选址
不符合规划等问题无法办理完善立项备案 、环评审批手续。
2024年6月6日，2家企业向大理州生态环境局祥云分局 、祥云
县禾甸镇人民政府提交了 《关于自行关闭生物质燃料加工项
目的报告》，陈述了决定自行关闭项目的原因 ，提出了自行
关闭步骤、时限等。2家企业虽然构成了环境违法行为的事
实，但在发现后能够积极配合调查并主动进行整改 ，大理州
生态环境局祥云分局本着优化营商环境 、包容审慎的监管态
度对2家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不予追究 。
2. 2024年6月7日，祥云匠鑫保温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将锅炉房
内堆存的废旧建筑板材清理出锅炉房 ，同时在锅炉房内正对
生物质锅炉进料口位置安装视频监控 ，完成了相关整改工作
。

未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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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大理市南五里桥苍
洱大道旁唯木家具厂加工
时噪声扰民，9点、14点
尤其严重。

大理市 噪音

经查，该厂位于大理镇苍洱大道 （城市交通主干道）南侧，属于4a类声环境功能区，日常生产时间为 9:00至18:00，
其中12:00至14:00休息，夜间不生产 。厂房南侧无居民居住 ，北侧为大理镇苍洱大道和山水间小区 （距离约
40米），东侧约17米有一间茶室 （大理市知意阁饮品铺 ），西侧紧邻一家烧烤店 （大理市问渠餐饮店 ）。2024年6
月3日9:30现场检查时，该厂未生产。6月9日，大理州生态环境局大理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对该厂进行现场监测 ，该
厂东侧噪声平均值为 61.4dB，最大值为73.9dB，西侧噪声平均值为 60.6dB，最大值为73.9dB，按照声环境功能区限值
该厂存在瞬时噪声超标情况 。

部分属实
督促家具厂采取隔音降噪措
施，确保生产噪声得到有效
治理。

1.2024年6月3日，大理州生态环境局大理分局对大理市唯木
商贸有限公司下达 《 现场检查整改通知书 》 （ 编号
2024039号）。
2.该厂经营者已自行停业 ，正在采购隔音材料落实相关整改
措施。

未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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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洱源县炼铁乡新庄
村2021年9月发生泥石
流，大量砂石留存在农田
里。清理砂石时破坏107
亩耕地和26亩基本农田，
导致农地积水无法耕种 ，
至今未恢复。

洱源县 噪音

1.2021年9月13日4时50分，洱源县发生大型山洪泥石流自然灾害 ，炼铁乡11个村委会不同程度受灾 ，该地块位于新
庄村猪心涧沟旁 ，因泥石流影响导致该地块农田大面积冲毁 。
2.实地核实，所反映的107亩耕地中包含了 26亩基本农田，26亩基本农田实际为村民承包地面积 ，其中永久基本农田
面积为4.12亩。 2021年9月12日20时至13日8时，洱源县境内发生暴雨导致凤羽镇 、茈碧湖镇、乔后镇及炼铁乡4个
乡镇境内暴发山洪泥石流 ，造成大面积耕地被冲毁 。洱源县自然资源局按要求对灾毁耕地进行实地调查举证 ，经逐
级核查，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于 2022年3月11日向自然资源部报送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报送洱源县灾毁农用地变
更为未利用地核实情况的函 》，自然资源部经核定下发了洱源县 2021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 （含灾毁耕地数据），
经套合数据认定洱源县灾毁耕地毛面积为 1587.22亩（净面积1385.02亩），其中包括群众所举报的 107亩耕地地块
（已属非耕地）。2022年下半年，洱源县根据“三区三线”划定工作要求，对107亩灾毁耕地中永久基本农田 4.12亩
进行调出补划。2023年上半年，炼铁乡政府按照灾后恢复重建避险搬迁安置工作要求 ，对该地块因泥石流冲积形成
的砂石进行清理 ，目前，已完成砂石清理并平整 30%左右，预计6月底完成平整。为降低灾毁耕地再次损毁的风险 ，
洱源县将在炼铁乡猪心涧泥石流沟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完工后 ，按照应恢复尽恢复的原则复垦灾毁耕地 。

基本属实

加快推进“9·13”大型山洪
泥石流灾害灾后恢复重建各
类项目建设，确保灾区人民
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

1.2021年9月13日4时50分，炼铁乡发生大型山洪泥石流自然
灾害，造成炼铁乡11个村委会不同程度受灾 ，其中新庄村因
受猪心涧沟泥石流影响 ，导致新庄村三家小组农田冲毁 。目
前炼铁乡政府正在加快推进砂石清理平整等工作 ，将于6月底
完成。
2.“9.13”大型山洪泥石流灾害损毁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已
经按照要求进行地类变更和永久基本农田调出补划 ，且因地
块位于地灾易发多发区域 ，待地灾治理项目完成后再进行耕
地恢复才能保证恢复质量 。目前治理项目正在加快推进 ，治
理完成后将及时开展耕地恢复工作 。

未办结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