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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整治行动，一些人
担忧以后洱海是不是再无

“海景房”了？
张勇表示，在统一关停

后，将结合经营者实际实行
分类处置。证照齐全的只要
排污达到要求，很快就可以
恢复营业；证照不齐全的要
等环湖截污工程建设完成，
补齐证照后才能恢复经营。
这意味着，海景客栈不会从
洱海边消失，只是重新开业
有待时日。

双廊镇管委会景区一位
师姓副主任表示，要求客栈、
餐馆自费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与市政管道连接到一起，那
么必须等到相关部门验收完
毕后，客栈重新开张，预计短
则半年，长则 14个月。而营
业的卫生许可证、排污证、消

防安全检验和特种行业许可
证不齐全的话，也要重新审
批。

政府相关工作人员解
释，4月10日是洱海核心区各
餐馆、客栈最后处理客源的
日期。11日下午开展全面检
查，在排污系统建成后，还要
对各地的店铺进行环评，比
如排污是否达标，部分污染
严重的违建店铺将会进行拆
除，证件不齐全的也会加强
审核。为了减小这些被关停
店铺的经济损失，执法部门
也会加快工程进度，但具体
开业时间暂不明确。

洱海边客栈民宿会不会
锐减，还能新建吗？大理市
一位政府官员介绍，核心区
内按照“总量控制、只减不
增”的原则，已暂停餐饮、客

栈等经营性场所审批，并禁
止新建除环保设施、公共基
础设施以外的建筑物、构筑
物。但对现有客栈餐馆并不
是要管“死”，而是通过规范，
引导完善相关经营条件，进
而实现有序发展。

张勇等人认为，洱海保
护需要各方合力。在众多餐
馆、客栈停业期间，当地已在
洱海流域开展村镇污水垃圾
治理、面源污染减量、节水治
水生态修复、截污治污工程
提速、流域综合执法监管
和全民保护洱海等系列举
措。其中，环湖截污工程
已投入 13 亿多元，项目建
成后将覆盖洱海周边 10 个
乡镇，提升沿湖村庄的污
水处理能力。

（新华 新京）

洱海近2000家客栈餐馆昨起停业
开展全面环境核查，政府通告称经营者必须自建污水处理设施

简朴雅致的白族民居、清新舒适的度假海景房……近年来，环洱海的客栈民宿，已成了云南大理鲜明
的旅游特色标志。不过，缘于一场治污行动，洱海边近2000家客栈餐馆，将在一段时间内退出人们的视
野。

为何此时如此大规模关停？客栈未来何去何从？如何破解洱海治污难题？记者进行了调查。

“除了刚开业那会儿，就数现在
最冷清了。”4月 10日，在大门贴上
停业公告，许女士将暂时告别自己
在洱海边经营的客栈。变卖了深圳
房产，于2013年来到大理的许女士，
见证了洱海客栈的“疯狂生长”。她
说，现在是近年来洱海边最清静的
时刻。

3月31日，大理市发布了《关于
开展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
餐饮客栈服务业专项整治的通告》
（以下简称《通告》），宣布划定核心
区。要求在4月 10日前，包括核心
区以及核心区划定红线经过的洱海
环湖自然村，所有相关餐饮、客栈经
营户一律自行暂停营业，接受经营
证照、环保等核查。合法经营的餐
饮、客栈必须自建污水处理设施，房
屋建设手续合法且位于城市市政排
污管网覆盖区域内的餐饮、客栈经

营户，经相关部门查验，符合污水排
放标准并接入市政排污管网，在依
法取得所有法定必备证照后可继续
营业。

“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
区”正是海景客栈分布最密集的区
域，共涉及餐馆客栈1800多家。此
次整治意味着备受游客青睐的“海
景房”基本关停。

4 月 10 日，在洱海边的村间小
道，记者看到很多客栈门口贴着停
业告示。见到客人，员工或店主客
气地提醒：“不好意思，我们暂停营
业了。”

一改往日喧嚣的车流和穿梭的
游客，一路 上 ，除 了 随 处 可 见 的

“保护洱海”“抢救洱海”宣传标
语外，许多路段被围挡起来，开
展环湖截污工程施工的机械隆
隆作响。

作为一个旅游热点城
市，把近2000家客栈餐馆叫
停，地方政府整治的决心可
见一斑。

据悉，大理市双廊镇曾
经只是洱海边的一个渔村，
随着旅游业的开发，越来越
多的游客来到这里。2014年，
这里接待游客 200 万人次，
2016年就已超320万人次。

与旅游数据一同增长的
是周边的污染。双廊镇虽然
农业生产污染很少，但附近
水域仍是整个洱海水质相对
较差的区域之一。“双廊镇旅
游核心区仅约1平方公里的区
域内，就有餐馆客栈580余家，
都在这次整治范围内。”大理市
双廊镇党委书记娄增辉说。

洱海是当地吸引游客的
宝贵资源，更是大理市主要
的饮用水水源地。近年来，
旅游业井喷式发展，给环境
带来巨大的压力。当地官
员介绍，按相关标准测算，
洱海流域环境人口最佳承
载容量为 20 万人，极限为
50万人。但是，目前洱海流
域人口大约有 86 万，加之
一年上千万人次的旅游流
动人口，远远超过洱海环境
承载能力。

据有关权威调查，2016
年，洱海流域污染负荷排放
总量与 2004 年相比增加了
50%以上。在各种主要污染
来源中，餐饮、客栈服务业带
来的污染是增长最快的。

“我家门口的洱海已经
变了样，发生过好几次蓝藻
暴发，每次都臭得很。”客栈
老板何利成说。

眼下，洱海水质已处于
从中营养向富营养转变的

“拐点”。大理市委副书记张
勇说，针对新形势、新问题，
当地已启动抢救保护模式，
系统保护治理。

他介绍，当前洱海环湖
截污工程还在建设。原有村
落和一些餐饮客栈的污水处
理设施处理能力十分有限，
特别是核心区，排出的污水、
中水对洱海的污染最为直
接。面对洱海保护治理的严
峻形势，对相关餐饮客栈服
务业的规范整治势在必行。

洱海水生态核心区的双廊镇一
客栈林姓老板介绍，去年8月左右，
双廊镇的主要街道开始建设环洱海
截污干渠，道路都被挖开，车进出
不太方便，当时的游客量就有所减
少，直到近日《通告》下来后就越来
越少了。

多位当地客栈老板表示，去年
就有消息说省里要大力保护洱海，
洱海周边的客栈、餐馆都要关停。
有店铺老板年初就转租了店铺。
林老板表示，今年 3月底接到通知
后，便开始处理退单业务。平日他
的客栈的接单量大约是淡季 20 人
每日，旺季则有 40多人每日，营业
额每日能上万。据他了解，在排污
设备建设检验完成之前，政府会抽
出1个月左右的时间审核办证。“估
计至少半年不能营业，经济损失肯

定是有的。”
记者查询多家网站显示，大多

数当地客栈、酒店均显示“订完”或
“无房”。双廊镇客栈协会的赵大海
表示，双廊共606家客栈、餐馆签署
了自行关停的承诺书。

大理喜洲镇一家海景客栈的总
经理杜女士，几天来一直忙着给此
前下订单的客人解释并弥补他们的
损失。当地旅游旺季将至，关停的
经济损失，让她和一些经营户感到
焦虑。

“就算今年底恢复经营，我们的
房租和营业加起来，损失肯定超过
60万元。”大理市双廊镇“范爷的餐
厅”负责人瑶瑶说。客栈和餐馆关
停，相关旅游产品“下架”，对于投资
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经营户来
讲，即将面临的困难无疑是严重的。

环湖客栈餐馆一律停业整治

客栈、餐馆老板面临损失

迫在眉睫的“抢救式”保护

景区负责人：重新开张短则半年长则14个月

4月10日，在双廊镇，一条道路因施工被挖开。3月31日晚，几名客栈老板聚集在一起，商量各自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