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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秋初，商州区沙河子镇落旗河村处处绿意盎然，
生机勃勃。只见一朵朵、一簇簇淡紫色的小花竞相绽放，
伴着微风，散发出阵阵沁人心脾的清香，这些都是黄芩、桔
梗等中药材。

8 月 11 日，趁着雨过天晴，当地药农纷纷来到田间地
头，细致查看药材的生长情况，李均良便是其中之一。他
种了 5亩地的药材，从播种、除草到施肥，几乎全年时间都
在精心管理着。

“黄芩的籽和根都有药效，可以出售，加上这几年药
材价格高，一年到头收入还可以。”李均良拿着刚采下的
药籽说。

作为商州区中药材产业发展示范村之一，在落旗河
村，像李均良一样种植 5 亩以上的药材大户就有 55 户。
随着一茬茬药材的生长、成熟，落旗河村还配套成立了富
民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及红土润叶农副产品购销服务部，并
培育药材收购大户 4 户，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卖掉自己
种植的药材。

“两个孩子还小，我不能外出务工，就收购起中药材，
一年能加工一百五六十吨的桔梗。”红土润叶农副产品购

销服务部负责人任晓静指着院子里加工好的药材说。
种植有动力，销路有保障。落旗河村以中药材为核

心的全产业链已形成并逐步壮大起来，中药材成了群众
致富的主导产业。

“目前，落旗河村发展中药材种植 1200 多亩，涉及
桔梗、黄芩、丹皮、黄姜等多种药材，依托村中相对完善
的生产、粗加工、销售体系，可带动药材种植户周期性
增收不低于 3 万元。”落旗河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
任麻刚奇说。

除此之外，落旗河村还在沙河子镇党委、政府的支持
下，按照“因地制宜、科学发展、大户带动”的发展思路，依
托村中面积大、土质好、光照强的优势，遵循群众种植习
惯，加强技术培训、提高生产技能，开拓销售市场、稳定药
农收入，全力推动中药材产业健康发展。

“沙河子镇在巩固传统农业产业的基础上，按照‘一村
一品’发展思路，积极抓好产业谋划，重点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上下功夫，着重发展
食用菌、土蜂、核桃、樱桃及林下魔芋、中药材等产

业，助推农业大镇、工业重镇、商贸强镇、生态美
镇的‘四镇’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沙河子镇

镇长李涛说。
为确保中药材产业行稳致远，沙河子

镇还积极转变发展模式，通过“少量引种、多点试
验、逐步推广”的方式，引导全镇群众种植中草药，
试点林下经济，实现“一地多收”，石门沟村便是其
中之一。

立足村情实际，石门沟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作用，确定了以立体农业强村富农的工作思
路。通过请专家、查资料、看市场等方式，村上科
学谋划了产业布局，在千亩核桃园形成了林药套
种的生态农业新格局。村上按照“党支部+合作
社（协会）+基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带动土
地流转，提高抗市场风险能力，打造出集约化经营
新格局。

“我们村是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现有核
桃建园面积 1680 亩。近年来，我们在加强核桃
科管、提质增效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种植魔芋
680 亩、中药材 400 亩，不仅带动了周边群众务工增收，
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石门沟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贺志敏说。

兴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如今，在沙河子镇，从平地
到坡塬，桔梗、黄芩、五味子等中药材长势良好，呈现出“多
点开花”的局面。这些特色产业已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
的“良方”和促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沙河子镇党委书记杨利国表示，下一步，沙河子镇将
持续发展多元化的林下经济，做大做强林果、中药材等产
业，并在产品深加工、优加工等方面下功夫，促进产业融合
发展，加快产业升级、业态转型，全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同时，以盘活资源、引育人才、打响品牌等方
式，充分激发林下经济发展活力，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让
发展红利更多惠及村民，倾力描绘产业强、百姓富的乡村
振兴高质量发展多彩画卷。

中 药 材 成 为 富 民“ 良 方 ”
本报见习记者 刘桃李 通讯员 董旦旦

盛夏时节，商山洛水间，群山巍峨，万木吐翠，沁人心脾。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很好，山风吹来凉爽，还看到了云

海，太美啦。”被同学推荐来商洛市镇安县塔云山景区避暑的
大学毕业生李多多表示不虚此行，“不愧‘秦岭最美是商洛’。”

置身于秦岭广阔的怀抱中，商洛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挖生态气候资源，不断擦亮生态底
色，探索出生态优先的新路子。当地气象部门主动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对气象服务多样化的需求，加强气候品牌的打造和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气象保障，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
高质量发展注入气象智慧。

“22℃的夏天”好歇暑

酷暑时分，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却感受不到丝毫炎
热。在栈道入口处的电子显示屏上，显示着实时气象监测数
据：温度 19.4℃，负氧离子 4025个/立方厘米。

2020 年 4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西考察时，曾来到
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价这里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
天然氧吧”。如今，“天然氧吧”的名头已打响，吸引越来越多
的人来此体验。

2021 年，商洛市委、市政府进一步助推生态价值转化，
基于 2019 年中国气象学会授予的“中国气候康养之都”这一

金字招牌，以“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夏天不湿、冬天不干”为
“卖点”，把“中国气候康养之都”作为最独特的优势，叫响了
“22℃商洛·中国康养之都”品牌。

“商洛处于南北气候过渡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
均气温 12.9℃，夏季平均气温 22℃，属于气象温湿指数最舒
适区。森林覆盖率 70%，中心城区年均空气优良天数 340 天
以上，空气负氧离子平均含量是世界卫生组织清新空气标准
的 5 倍。”在商洛市市长王青峰看来，以气候作为城市名片之
一，实至名归。

在气象部门的助力下，商洛市正在把气候资源转变为
金山银山——以秦岭生态监测服务大数据平台、秦岭国家
气候观象台等项目为科技支撑，A 级以上景区均建设自动
气象站、负氧离子站、森林生态观测站等；探索形成了“实施
一套气候生态价值试点机制、设计一个气候经济发展规划、
搭建一个气候生态价值转换平台、创建一批国家（省）级气
候生态品牌、构建一套气候生态价值实现支撑体系”的“五
个一”工作机制，逐步把生态、气候、康养资源转化为经济发
展优势。

绿水青山“有价”可算

空气质量优良，自然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高，林特产品
多样，水能蕴藏量大，珍稀野生动植物
富集……秦岭的山水有“颜”，可如何变
得更有“值”，让绿水青山“有价”可算？

摸清家底，只需一个核算平台。
2020 年，商洛市委、市政府首次部

署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与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合作在
省内率先探索解决生态价值评估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中的“度量难”问题，
气象部门作为重要骨干参与其中。

随 着 秦 岭 生 态 监 测 服 务 系 统 项
目稳步推进，当地建成了生态观测指
标和观测内容最全面的综合生态站，
出 台《商 洛 市 生 态 产 品 价 值 核 算 方
法》《商洛市区域碳汇计量方法》等地
方标准，建成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
与碳汇评估平台。

商洛市生态产品价值从生态供给
服务、生态调节服务、生态文化服务三
大类着手核算，其中包括生态物质产
品、储碳量、水源涵养、气候调节、调蓄
洪水、旅游休憩等 14 个小类。在 14 类

生态产品中，2020 年商洛市生态系统的气候调节价值达到
358.3 亿元，占商洛市生态产品总价值的 11.44%；空气负离
子价值达到 97.58亿元，占商洛市生态产品总价值的 3.12%。

自 2021 年起，商洛市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工作，藏在秦岭气候中的生态价值也被挖掘。

“目前，我们已建成秦岭生态监测中心和大数据展示平
台，建立了秦岭生态监测基础数据库，并开发了生态价值评
估、山岳型景区高影响天气预警、生态环境动态监测、生态康
养服务等 5 个业务系统，完成全市农田小气候站、负氧离子
生态站、土壤水分站、湿地生态站、森林生态站观测数据的接
入，以及卫星遥感、气象、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行业数据融
合，实现了秦岭生态大数据‘一张图’展示。”商洛市气象局局
长张向荣说。

生态产品助力小山村振兴

秦岭多宝，木耳就是其中之一。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直播平台的点赞，让“小木耳”成了新

“网红”，更成为当地脱贫增收的“金耳朵”。
金米村位于秦岭深处，曾经是极度贫困村。“以前这里都

是坑坑洼洼的水泥路，村里一半都是土房，留不住村民。”金
米村党支部书记李正森说。

而眼前，翻新拓宽的柏油路，散落在青山之间的小洋
楼，村民满足的笑脸，无一不印证着金米村这条绿色发展之
路走对了。

“木耳生长对温度、湿度、光照等气象条件有较高要求。
在木耳种植、采摘与晾晒等阶段，掌握天气情况尤为重要。”

李正森说。
聚焦提高柞水木耳的产量和质量，柞水县气象局围绕

“小木耳、大产业”做细做精“专属”气象服务——在主要木耳
种植区布设小气候监测站，将温度、湿度、雨量、风速等多种
气象要素数据同步上传，实现气象数据在柞水县为农服务专
家联盟间的共享；将全县木耳基地、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负
责人和联系人电话纳入柞水气象短信服务平台，并通过“镇
办智慧气象”APP等渠道开展特色产业精准气象服务。

“‘小木耳’是撑起我们乡村振兴的‘大产业’。”李正森
说，“去年，我们村人均纯收入达到 1.7万元。今年，争取让每
户再增收 2000元。”

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好转，端上生态饭碗的不止这
些。中欧班列“商西欧”专列开通，进一步开拓了商洛核桃
的海外市场；金丝峡西商旅游定制专列的开通，促进了商
南茶叶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叶”；葡萄酒产业作为丹凤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首位主导产业，带来了“葡萄酒+
文化+旅游+康养”等“一接二、二连三”的溢价效应……

越来越多的人依山而富，而这碗“生态饭”，也在气象部
门的助力下，越来越香！

商洛：“““生态绿生态绿生态绿”””里好光景里好光景里好光景
中国气象报记者 张宏伟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春苗）近年来，柞水县通过完善公
共服务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加速城乡融合发展等
措施，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
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人民群众满意度有效提升。

柞水县着力补齐短板，促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在
空间结构方面，统筹安排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生态涵养、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坚持“多规合一”“一张蓝图干到底”。截
至目前，实施棚户区改造项目 8 个，建成保障性住房 3808
套，城区面积由 6.5 平方公里增加到 10 平方公里，城镇化率

由 54.5%增加到 59%。不断拓展领域，城乡公共服务优质共
享。推动教育培训、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服务向
乡村延伸，实现镇（街道）公办中心幼儿园、城乡教育共同体、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全覆盖。积极厚植
底色，城乡人居环境整洁优美。聚焦破解如何转变发展理
念、调整发展方式，实现从美丽生态到美丽经济再到美丽生
活的跃升；整村推进 36个村实施“两改两转三促进”行动，大
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多功能发展和城乡融合发
展，有效增强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持久动力。

柞水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速”

仙娥湖仙娥湖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杨 鑫鑫 摄摄））

金米村木耳种植区旁的小气候监测站 （本报通讯员 张 倩 摄）

中药材基地中药材基地

晾晒中药材晾晒中药材

村民查看药材长势村民查看药材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