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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代绪刚）今年以来，商南县大力培育
新产业新业态，着力打造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进农村一二
三产业深度融合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实现乡村振
兴奠定坚实基础。

商南县利用丰富资源优势和独特地理环境，积极发展壮
大蔬菜产业，唱响“高山蔬菜、供港蔬菜”两大品牌，促进蔬菜
产业提档升级。依托丰富的水资源，全面开发“菊花水、低氘
水、富镁水”等系列水产品，做活水文章。立足酒资源和酒文
化，全面做强“果酒、农家苞谷酒、品牌酒”三大酒类产品。持
续培育壮大梅花鹿产业，促进梅花鹿产业全链化发展。围绕

打造“四大名城”，依托田园风光、绿水青山、村落建筑、乡土
文化、民俗风情等特色资源，成立以镇办为单位的新业态公
司，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等新产业
新业态。实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工程，打造一批“一村一品”
示范村，建设一批休闲农业示范点，推动农业三产融合发展。
加强电商主体、电商人才培训，提升特色产业电子商务支撑服
务水平。做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后续运营，建设
完善县域电商服务体系，持续开展县级服务中心运营、农产品
网络推广等工作。实施“数商兴农”，统筹市场力量参与农村
电商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培育发展农产品网络品牌。

商南大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

我市是陕西唯一全域处于秦岭腹地的地级
市，也是国家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区和国家重要生
态功能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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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生态产业化、产业生
态化步伐，推动绿水青山“好颜值”向金山银山“好
价值”转变，着力构建守护秦岭“中华祖脉”和“中
央水塔”的长效机制。

创新举措创新举措 破解难题破解难题

成立机构高位推动。我市将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试点作为推动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抓手和关键路径，连续四年将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工作写入市政府工作报告，2021 年就成立
了以市委书记为第一组长、市长为组长的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1+
11”协调推进机制，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了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方案》《三十二条措施》和
年度重点任务清单等，全力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工作走深走实，成为秦岭地区率先开展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的市。

建立平台算清家底。我市与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合作，建立了全国首个生态产
品价值与碳汇评估平台，联合破解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中最基础的“度量难”问题。编制了《商洛市
生态产品目录清单》《商洛市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
法》《商洛市区域碳汇核算方法》《商洛市 2020 年
生态产品价值评估报告》，形成了商洛市生态产品
价值核算方法和核算标准，开展了生态系统生产
总值（GEP）核算和评估。经核算，2020 年商洛市
生态产品价值为 3132 亿元，是同期 GDP 的 4.2
倍；碳汇总量为 280 万吨，是同期碳排放的 80%。
商洛成为全省乃至西北地区首个摸清并公布生态
产品价值家底的市，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出台政策支持变现。我市把破解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变现难”“抵押难”作为破题方向，出台了

《商洛市金融支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十一条措
施》，推动开展绿色信贷、生态保险、绿色担保等业
务。镇安县探索建立省内首个生态价值转化中
心，制定了绿色项目、绿色产业、绿色企业认定评
价办法，积极开发“生态贷”金融产品，目前已支持
8 家绿色企业贷款 6940 万元，264 户绿色产业户
发放贷款 3660 万元，有力支撑了产业绿色转型，
成为陕西首个开展“生态贷”金融业务的县，丹凤
县等也相继开发“两山贷”金融产品，加大力度支
持绿色企业、绿色产业发展。

典型案例示范带动。我市将挖掘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典型案例作为开展试点的一项重要工
作，达到以案例促共识、以案例促效益。近几年，
在商洛这片热土上涌现出了一大批鲜活生动的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这些活生生的案例是
基层践行“两山”理念的绿色行动结晶。为深入挖
掘这些案例背后的一般规律和路径，我市从物质
供给产品、调节服务产品、文化服务产品和体制机
制创新四个方面，将这些散落在青山绿水间的璀
璨“珍珠”精心编串起来，精选结集，尽可能全方位

展示商洛各行业部门、各县区近年来
的 优 秀 经 验 和 做 法 ，

2022—2023 年 全 市
已 推 出 两 批 生

态 产 品 价

值实现创新典型案例 29 个，获得了多名院士专家
的称赞，得到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肯
定。其中，2022 年首批 7 个创新案例中，2 个案例
入选国家发改委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经典案例，2
个案例被国家《改革内参》刊登，2 个案例获评为
全省优秀改革案例。

创新宣传推广方式。2022 年 4 月 20 日，市
委、市政府联合中科院地理所、中国气象服务协会
碳汇与生态价值评估技术委员会，采用“线上+线
下”的方式召开了商洛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研究成果发布会，“线上”由主流媒体采取网络直
播等形式对外发布，“线下”在商洛市设主会场、连
线北京相关专家现场发布一系列研究成果。人民
日报经济网、新华网、新华财经客户端、央广网等
29 家主流媒体分别以新闻通稿、视频等多种形
式，对商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发布会及系列研究
成果进行了报道和转载，商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试点已成为网络热词。今年 3 月，我市编印
了《商洛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创新典型案例集

（2023年度）》，6名院士专家对本案例集所收录的
22 篇案例进行了专业点评，近期已在《陕西日报》
连续刊登，努力让“秦岭山珍”“秦岭山景”“秦岭山
泉”“秦岭山居”走出商洛，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转型发展转型发展 成效明显成效明显

“生态+点绿成金”，催生农产溢价。近年
来，我市始终坚持走生态农业发展路子，让“好山
好水”为山地有机农产品溢价增值，使群众在嵌
入产业发展链条中共享生态红利。洛南县以核
桃全产业链发展为切入点，创新供应链和产业
链，跨界拓展、全价利用，核桃发展规模 68 万亩
1496 万株，年总产量 3.6 万吨，核桃栽植面积、产
量位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十，建成全国首家以核
桃单品大宗交易为主的线上线下交易平台——西
北核桃物流园，发布全国首个核桃价格指数。“洛
南核桃”品质效益明显提升，中国品牌建设促进
会发布 2022 年中国品牌价值评价结果，农产品
地理标志区域品牌“洛南核桃”品牌强度为 826，
品牌价值达 30.68 亿元。到 2022 年底，全市 72
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居全国
地级市之首，柞水木耳入选全国农业产业“三品
一标”典型案例，洛南创建为国家级核桃产业示
范园区。2022 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 6.1%。通过“生态+种植”“生态+加工”“生
态+品牌”，初步找到了增加群众收入、共享生态
红利、实现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循环+变废为宝”，引领工业转型。我市矿
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矿产 61 种，国家 24 种战略性
矿产中商洛有 13 种。近年来，我市紧扣绿色循环
发展，大力推进工业清洁化、循环化、低碳化改造，
一手推进矿山规模化、绿色化、延链化、安全化、数
字化“五化”转型，把矿产品转化成新材料、新化
工、新能源、新高科技产品；一手抓尾矿资源“吃干
榨净”综合利用，着力打造新材料、绿色食品和健
康医药等“3+N”产业集群。2022 年，我市清理整
合矿权 41 个，新建标准化厂房 50 万平方米，新入

园企业 40 户。商州岭南佳泰、洛南鑫磊恒达等尾
矿利用企业发展壮大，工业结构不断优化。洛南
县环亚源产业园以废旧资源循环利用为核心，聚
集 43 家企业和研发机构，建成全国大宗固体废弃
物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和有色金属全产业链“生态
岛”，年处理危废 40 万吨、减碳 3000 万吨以上。
我市“循环+变废为宝”模式，为资源型地区特别
是矿产开发集中区域工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板。

“康养+文旅融合”，孕育美丽经济。依托我市
生态、区位、文化、资源四大优势，发挥国家首批农
产品质量安全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

“中国气候康养之都”等金字招牌，围绕“山水园林
城市旅游康养之都”的基本定位，以打造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市、“名县美城”“秦岭山水乡村”等为抓
手，云山湖森林康养度假区等 66 个康养项目完成
投资130亿元，金山康养产业园建成试运营，洛南、
商南、镇安、柞水入选“健康中国·康养旅游百强
县”，商州、洛南、丹凤、商南入选“美丽中国·深呼吸
小城”，云盖寺古镇、仓颉小镇被评为 4A 级景区，
牛背梁创建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美丽宜居
村庄山阳县法官庙村以优质生态环境为依托、以农
家山水梯田风光为基础，融入观光、休闲、康养、教
育等元素，构建“生态+”，到村研学和写生的师生，
为 26家民宿客栈户均年增收 2万多元。全村群众
在乡村旅游、特色农业、农旅融合和合作共赢中多
方受益，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过30万元。目前，像
山阳天竺山森林康养基地、丹凤葡萄酒罐民宿等新
业态如雨后春笋，山水游养、气候怡养、医药疗养、
文化静养等美丽经济呈现出链式裂变效应。

“清洁+绿色能源”，抢占“双碳”风口。我市
水力资源丰富，天然库盆区众多，是发展抽水蓄能
电站的理想之地。国家能源局《抽水蓄能中长期
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发布后，商洛聚焦打
造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全市谋划抽水蓄能电站 11
个，山阳杨地等 4 个电站纳入国家规划。其中，镇
安月河抽水蓄能电站预计今年 10 月投产，这是西
北地区的第一个抽水蓄能电站；投资 106 亿元的
柞水曹坪抽水蓄能电站 2 月份已开工建设；投资
96 亿元的山阳色河抽水蓄能电站将开工建设，全
市争取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在全国建成第一个投资
千亿元的抽水蓄能电站集群。同时，立足硅石资
源储量丰富优势，建成以比亚迪单晶硅和商南硅
科技产业园等为龙头、以集中式和分布式光伏发
电为配套的完整光伏产业链。完整的光伏产业
链、“水电+光伏”绿色清洁能源体系和千亿级清
洁能源产业集群的基本形成，充分释放了绿色资
源优势，让商洛成为清洁能源发展的新高地。

“保护+颜值提升”，厚植生态本底。围绕当好
秦岭生态卫士，我市建成以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为主的制度体系、以各级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
为主的机构体系、以北斗生态站为主的监测体系、
以市县镇村四级网格员为主的监管体系。全面开
展精美城市、秦岭山水乡村建设，铁腕整治秦岭“五
乱”、小水电等问题，让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成为乡
村振兴的优势资源，成为农民富裕的金山银山。我
市将每年 4 月 20 日确定为“秦岭生态卫士行动
日”。2022年，我市森林覆盖率 69.56%，治理水土
流失 331平方公里，完成营造林 80万亩，恢复治理

矿山地质环境2221亩，11条主要河流23个监测断
面和 9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
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优良以上天数 349 天、全省第
一，连续 6 年进入国家空气质量达标市行列，建成
3A 级以上景区 46 家，生态环境质量居全省之首，
先后获评国家森林城市、中国最佳康养休闲旅游城
市、“中国气候康养之都”、全国首个“美丽中国·深
呼吸之都”等多项殊荣，商州、柞水创成国家生态文
明示范区，生态基底更加稳固、价值更加凸显。

创新思维创新思维 久久为功久久为功

秉持底线思维，坚持保护优先。“国之大者”是
2020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商洛柞水考察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时首次提出的。我市作为全省唯一
全域处于秦岭腹地的城市，必须对秦岭更加敬畏、
对保护更加坚守，始终牢记“国之大者”嘱托，把保
护好秦岭作为“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
的实践检验，不断厚植绿色本底。

秉持生态思维，坚持绿色发展。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在五大新发展理念中，“绿色”就是其中之
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中就有“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报告第十部分专题阐述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市
最大的优势就是生态，绿水青山就是我们的“金饭
碗”。现在和未来的商洛，就是要拼生态，秉持“生
态+、+生态”，在产业链、人才链、招商链上深度融
合，集中全市力量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转
化上做文章，在推进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上蹚
出一条路来，推动绿色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秉持系统思维，坚持久久为功。推进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有

“功成不必在我”、持续用力久久为功的胸怀和担
当。我市需运用系统性、整体性思维，紧紧围绕打
造“中国康养之都”来谋篇布局系统推进，大力实
施“双对标、双 50”“两改两转三促进”、矿业“五
化”、精致精美城市打造、秦岭山水乡村建设、千亿
级抽水蓄能产业集群、工业倍增计划、百里丹江生
态产业长廊、“六高”项目建设、“三个年”活动等，
让我们的城市既漂亮又值钱，让农村变景区、产业
变景点、农房变民宿、农产品变商品；让 22℃气
候、生态旅游、康养产业蔚然成风，让“22℃商洛·
中国康养之都”实至名归，努力把商洛打造成国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示范基地，让商洛的生态

“好颜值”转化为经济“好价值”。
（市委改革办、市发改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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柞水牛背梁柞水牛背梁

洛南县洛南县 100100 兆瓦光伏农业与兆瓦光伏农业与
观光旅游综合利用示范园区观光旅游综合利用示范园区

山阳法官农旅小镇山阳法官农旅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