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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好绿水青山，不愁金山银山。近年来，柞水县营盘
镇朱家湾村锚定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目标，立足山、
水、林、田自然禀赋，以“生态+”理念谋项目促发展，积极推
动生态与经济“双向增值”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地
见效，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双赢的路子。

“生态+旅游” 打造新生态

暮春时节，笔者走进终南山寨景区步行街，只见由大
大小小石板建成的各类民宿和餐馆依山傍水，每走一步都
是风景。

每年 4 月至 10 月是朱家湾村的旅游高峰期。42 岁的
张金平在终南山寨景区开了一家小酒馆，凭借独特的酿酒
手艺，她将小酒馆的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靠卖酒起家的
张金平，几年前根本没有想到，如今的旅游业让她赚得盆
满钵满。

“别看生意小，好的时候一天也能净赚四五百元，比出
门打工强多了。”张金平笑着说。

走在终南山寨的“三姓街”上，到处是卖洋芋糍粑、浆
水豆腐、擀面皮、神仙凉粉等特色小吃的村民。终南山寨
使村民变成了老板，使民居变成了客栈，使乡村变成了景

区，让当地的村民走上了致富的路，吃上了生态旅游的饭。
近年来，朱家湾村依托牛背梁、终南山寨两个景区和盘谷
山庄等旅游企业，坚持“现代化＋原生态”的发展思路，探
索“生态＋旅游”跨界融合模式，因地制宜开发旅游新产
品、新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并进的新路
子。境内景区景点年接待游客 41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11亿元，带动群众发展农家乐 216家、户均年增收 15万元
以上，与 2016年相比均实现了翻番。

“生态+康养” 叫响新品牌

“第一次来到阳坡院子，漫步在田园风光里，十分舒
适，真是一个养身养心养老的康养福地，以后还会带朋友
来这里打卡，让更多人走进营盘，了解朱家湾。”游客庄超
高兴地说。

近年来，朱家湾村围绕打造“中国康养之都”，紧跟“向
往慢生活，追求康养游”都市养生养心康养需求，依托地处
西北首个国际慢城核心区优势，精心打造精品景区、特色
小镇、美丽乡村三张名片，深入实施盘古山庄温泉酒店、云
来谷森林康养等项目，引进企业发展阳坡院子、云林小屋、
97 号驿站等高端康养民宿 11 处，引导村民改建民宿 8 家，
每户年收入均在 30万元以上。

目前，朱家湾村已成为西安市民自驾游和短线游的首
选之地。

“生态+体验” 实现新突破

“我们提前好几天就预定了，这里依山傍水，悠闲清
净，快手、抖音上经常能刷到这里，我们是‘慕名而来’。听
说下面还有个牛背梁漂流，夏天一定要好好体验一下，放
假或者周末就想来这里放松一下心情。”日前，几位西安的
游客来到花锦园民宿，在村里拍照、游玩，悠闲地度过了一
个快乐的周末。

朱家湾村依托自然资源和绝佳区位，优中筛选生态
旅游、温泉酒店、乡村民宿、生态康养、特色养殖、高端水
等 12 家企业进驻，突出终南山泉、佬林客栈、秦岭宿集
等品牌打造，相继建成运动休闲小镇、牛背梁森林体验
基地、峡谷运动乐园、世纪未来岛等体验式项目，每年参
与人数近 110 万人次。

朱家湾不断推出新玩法、提供新服务、带来新体验，最
大限度改善游客服务体验，满足了游客对高品质旅游与休
闲体验的追求。

“生态+特产” 探索新路径

“咱村今年建了新大棚，我不能再观望了，大家都在勤
劳致富，我再不参与就落下了。”村民陈升林在村干部的动
员下，积极发展木耳产业。

如今，小小的黑木耳承载着朱家湾村集体增收、村民
致富的美好梦想，描绘着乡村振兴的新画卷。村上采取智
能化的方式发展金木耳、黑木耳 40 万袋，同步推进特色种
植采摘观光、田园观光等衍生活动，致力把“小木耳”做成

“大产业”，预计每年带来经济收入 130多万元。
柞水是中国南水北调工程重要的水源涵养地，牛背梁

大面积的森林植被和充沛的降水，为地下涌泉的储存提供
了条件。依托资源优势，终南山泉饮品有限公司在朱家湾
村应运而生，让好山好水“变现”又“增值”，搭建起“绿水青
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桥梁。

朱家湾村大力开发终南山泉高端饮用水，并
利用高效的物流配送网络，建立专门的
配送流程，让西安市民及时喝到朱
家湾村高端饮用水。在终南山
泉 饮 品 有 限 公 司 的 带 动
下 ，当 地 有 40 多 人 稳
定就业，人均年收入
超过 4 万元。

“生态+转移” 建立新机制

“以前靠山吃山，挖药材、伐木、砍毛竹，挣不了什么钱
还得外出打工，现在靠山吃山，是守好养好家门口的绿水
青山，吃好生态旅游这碗长久饭。”朱家湾村党支部书记毛
家锋感慨地说。

柳太清过去是一名在外务工人员，后来看到家乡发生
巨变，便回家开办起了农家乐，今年又被聘请为村生态护
林员。现在，柳太清逢人就说：“生态环境好，土地就会长
出‘金元宝’，生态产业就会变成‘摇钱树’，秀美山村朱家
湾就会变成‘聚宝盆’。”

朱家湾村通过建立生态保护反哺机制，每年获得的公益
林补偿有105.5万元、户均4861元，退耕还林补偿44.8万元、
户均2206元。2021年，朱家湾村人均收入24227元，是全县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倍，村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保护生态
带来的巨大实惠。

朱家湾村 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
本报通讯员 周炆涛

5月5日，在洛南

县柏峪寺镇薛湾村葡

萄园内，村民李印生

夫妇忙着给葡萄藤蔓

去除副穗。今年，李

印生发展了 20 多亩

“户太8号”葡萄，预计

收入 14 万元。（本报

记者 白志鑫 摄）

商洛是陕西唯一全域处于秦岭腹地的地级市，生态资源
丰富，是国家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区和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69.5%，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多年持续稳定
在 330 天以上，生态环境质量居陕西之首，先后荣获中国气
候康养之都、国家森林城市、中国最佳康养休闲旅游市、全国
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市等多个“国字号”品
牌。生态产品作为推动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产要
素，是解决生态资源价值转换、生态资本保值增值以及实现
生态经济永续发展的基础。目前，浙江、江西、贵州、青海 4
个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省份已经取得了积极进

展和初步成效。陕西作为大秦岭祖脉核心区域、黄河流域生
态治理关键区域、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区的西部大省，也
在积极开展探索和实践。

近年来，商洛市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当好秦岭生态卫士”的殷殷嘱托，在秦岭地区率
先争取开展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积极探索
由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绿水青山“好颜值”向金山银山

“好价值”转变。
针对生态产品“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的问

题，陕西高校新型智库商洛发展研究院在陕西省社科联的支
持下，以“陕西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理论体系与实践探
索”项目研究为契机，立足国情、市情实际，从政策供给视角
出发，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与途径，
积极向各级政府建言献策，多次受到省、市领导的肯定性批
示。由于目前国内外对生态产品及其价值实现的理论探究
和实践探索还处于早期或起步阶段，与生态产品相关的自然
资本核算等理论体系尚待建构和完善，不同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的多重路径有待明确，因此，政府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
的作用仍需进一步明确。

第一，进一步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保障。当
前，在全国居民绿色消费意识、环境保护意识、生态产品有偿
使用意识等生态文明理念相对薄弱的现实情况下，很难依靠
大规模的自愿交易形成自由的生态产品交易市场。建立以
法律、资金、技术为要件的系统化制度体系是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的基础条件，因此，商洛市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工
作中，需加快完善生态产品法律体系，厘清国家所有和集体
所有之间、不同集体所有者之间、不同层级政府行使所有权
之间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力边界，明晰政府之间、政府
与企业(个人)之间、企业(个人)与企业(个人)之间的交易规
则。同时，应不断提高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生态区位
林补助、退耕还林(草)等补偿力度，通过生态彩票、生态银行、
生态债券、生态保险、生态信托、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手段丰
富资金来源渠道，以生态产品交换价值为基线，综合市域、县
域经济发展水平、市场供求状况、服务用户承受能力等要件
确定生态产品交易价格。

第二，持续推动扩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范围。推动生
态产品价值市场化、多元化实现，就要明晰各层级政府间的
责任边界。商洛市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工作中，市、县
政府要负责区域或流域性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村集体组织
负责社区性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要推动生态保护补偿由流
域、森林、草原、湿地等单领域补偿向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
公园、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综合补偿转变，建立完善
森林碳汇、排污权、水权、用能权等现有生态产品交易市场的
统一管理部门、中长期配额总量以及 MRV(监测、报告、核查)
体系，要积极引导生态功能重要、生态资源富集的贫困地区，

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生态康
养、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等生态产业。

第三，积极探索以市场为导向的公私合作模式。从广
东、福建、浙江、江苏等东部发达省份环境服务 PPP 实践成效
来看，积极探索以市场为导向的 PPP 模式是增强生态产品生
产能力的重要途径。商洛市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工作
中，可积极借鉴发达省市的先进经验，创建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严格市场准入条件，引导符合资质的私人部门积极参
与国家公园管理、流域综合治理、自然保护区建设、碳汇造林
等生态产品项目。按照“一项一策”原则，创新多种形态的
PPP 模式，规范生态产品 PPP 项目运作流程，完善私人部门
退出机制。应强化政府通过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贷款贴
息、担保补贴等方式设立生态产品项目投资基金，引导金融
机构创新生态资产融资产品，推动生态产品 PPP 项目健康可
持续发展。

第四，深入推进行政化生态保护补偿向市场化交易演
替。商洛市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工作中，可以适当借
鉴“使用者付费”理念，分阶段、分区域、有秩序地推进私人
直接交易、限额交易、生态产品认证等市场化交易方式直
接或间接地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清新的空气、宜人的气
候、清澈的蓝天、舒适的环境等非实物形态的生态产品，具
有极强的消费外部性，这些生态产品应该纳入基本公共服
务的范围和均等化的范畴，由受益区政府代表人民购买生
态功能重要区域生产的生态产品，从而实现生态环境保护
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赢。

绿水青山 好颜值 金山银山好价值
——商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系构建的思考

郭萌 王怡

朱家湾村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众多游客朱家湾村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众多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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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森林覆盖率达我市森林覆盖率达6969..55%%，，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多年持续稳定在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多年持续稳定在330330天以上天以上，，良好的生态已良好的生态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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