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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云南

云南加快“数字云南”建设步伐
本报讯（记者 李绍明

陈晓波） 6月19日，云南省
省长阮成发主持召开建设

“数字云南”领导小组第二次
会议强调，敢闯敢试，突出重
点、破解难题，推动“数字云
南”建设尽快取得新突破。

云南将继续聚焦政务
云、高速宽带、智慧旅游、智慧
城市、智慧政务、智慧教育、数
字医疗、数字农业、智能制造、
智慧能源、数字公安、智慧交
通、数字环保、数字林业、数字
应急、数字乡村、数字经济开

发区等重点领域，深化细化
工作方案，重点进行扶持，做
到政策更聚焦、扶持更有力。

云南将在以下几个方面
重点发力，加快“数字云南”建
设步伐。一是加快与顶尖企
业和专家团队合作，尽快制

定数据目录，全力搭建开放、
一流、管用的公共云平台。二
是加快建设跨境电商综合服
务平台。三是在重点旅游州
市集中发力，加快完善信息
基础设施，确保5G商用试点
在云南有良好体验。四是要

按照“资源数字化”思路，积极
推进各要素全面数字化，搭
建共享平台，加快实现数字
小镇智慧化、智能化。五是要
加大“数字云南”建设成果展
示力度，示范带动全省经济
社会各领域全面数字化。

6月18日，中缅国际通道大理至临沧铁路开始
架梁，经过30多分钟的吊装，首片T型梁稳稳地放
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团
结村特大桥上，标志着全线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大临铁路是云南省“八出省五出境”铁路网的
重要通道，也是中缅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线路
全长 202 公里，设计时速 160 公里，为国家Ⅰ级单
线电气化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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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国际通道
大临铁路开始架梁

生态保护

日前，云南省林草局提
出7项新举措，全面加强亚
洲象保护和肇事防范管理
工作。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
着天然林保护等生态修复工
程的实施，云南生态环境日
益优化。与此同时，亚洲象拯

救与保护力度也在加强，普
洱、西双版纳、临沧等有亚洲
象种群分布州市，不断强化
自然保护区亚洲象栖息地保
护，积极开展亚洲象收容救
护，严厉打击猎杀亚洲象的
违法行为，引入无人机、红外
相机等高科技手段积极做好

主动防范工作，积极推动跨
境联合保护，扎实开展野生
动物肇事补偿，保护成效明
显。截至目前，亚洲象分布范
围由原2个州市、3个县市区、
14个乡镇扩大至目前3个州
市、9个县市区、40个乡镇，种
群数量增加到近300头。

为全面加强亚洲象保护
和肇事防范管理工作，云南省
林草局提出7项新举措：一、
加强领导责任落实，统筹协调
亚洲象保护与肇事防范工作，
科学保护亚洲象，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强化亚
洲象栖息地保护与恢复。在全
省6片亚洲象集中活动栖息
地范围内，开展栖息地质量提

升、生态恢复，食源地建设，廊
道建设等，逐步解决亚洲象栖
息地岛屿化、片断化问题，将
大部分亚洲象稳定在相应的
栖息地内，同时增进种群间
基因交流。三、完善监测预警
体系建设。健全完善省州县3
级协调统一、无缝对接的亚
洲象肇事预警应急机制，对
亚洲象实施系统、实时、精准
管理，充分掌握亚洲象种群、
分布及迁移活动。四、推动建
立亚洲象研究中心，以研究
中心为平台，联合国内外专
家开展亚洲象生态学、行为
学、种群遗传学、风险管理，
以及野生动物与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关系等重要课题的研

究和运用。继续扩建西双版
纳亚洲象种源繁育救护中
心，新建普洱亚洲象种源繁
育救护中心，开展亚洲象救
护、收容、人工繁育工作。五、
加快实施主动防范工程。将
防范工程与新型城镇化建设
等民生工程相结合，探索创
新亚洲象防范模式。六、进一
步加大执法打击力度。联合
工商、海关、公安部门开展亚
洲象专项执法行动，探索建
立跨国联合保护及执法机
制。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
宣传活动，重点宣传野生动
物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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