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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凤 县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想，牢固树立
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导向，聚焦
生 态 产 品 价 值
实 现 中 的 重 点

难点问题，把准“绿色标尺”、摸清“生态家底”、厘清“转化通
道”，探索建立 GEP综合考评机制（GEP即生态系统生产总
值，也称生态产品总值，是指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各种最终物质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
和），着力弥补 GDP考核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局限性，加快推
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立足绿水青山“好颜值”

丹凤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在
“扬生态优势、补发展短板”上发力，全面分析现有考核体
系存在的不足，探索建立 GEP 综合考评办法，实现双考
评、两促进。

因势而谋、深入分析，找准 GDP 考评短板。按照省、
市现行考评体系，GDP 考评共 19 个门类 40 项支撑指标，
以经济指标为主，生态价值考虑不足，没有涵盖生态系统
产出与效益，考评结果无法科学、准确、全面体现县域经
济真实发展情况。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单一的 GDP 考评方式已
不符合新时代绿色发展要求，需要尽快调整考评方向、优
化考评结构、改进考评方式，探索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绿色路径。

应势而变、创新突破，探索 GEP 考评办法。丹凤县是
“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土石山区，工业基础薄弱，属于GDP较
低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但生态资产富足，GEP价值较高。按
照全省《关于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要
求，在充分借鉴外地试点经验基础上，紧密结合县域发展实
际，探索建立 GEP 与 GDP 双考评制度，出台《丹凤县 GEP
综合考评办法（试行）》，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纳入经济社会
发展评价体系，引导构建绿色发展新格局。

顺势而为、因地制宜，构建合理考评体系。将 GEP 综
合考评结果纳入相关镇办和县直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
核。根据地域及行业差异，分门别类设置不同考评指标，
实行差异化赋分权重，共设置“生态物质产品、生态调节服

务 、生 态 文 化 服
务、双增长双转
化、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建
设”等 5个一级
指 标 、18 个 二
级 指 标 、88 个
三级指标，实现
考 评 内 容 全 覆
盖。设定考评基
础 分 为 100 分 ，
根 据 不 同 指 标 属
性，分别采用功效系
数法、完成比例法、否
决扣减法、排名赋分法等
多种方法进行考评赋分，
确保考评精准有效。

紧盯金山银山“好价值”

坚持“科学性是前提、系统性是关键、实用性是目
的”原则，抓好常规、突出重点、彰显特色，科学设定考评
内容，实现考评方法好操作、考评措施能落实、考评结果
可检验。

坚持扬优成势，突出特色考评要素。丹凤县森林覆盖
率达 67.5%，是著名的“核桃之乡”“山茱萸之乡”“优质天
麻之乡”。境内旅游资源丰富，人文历史悠久，共有古建
筑、古墓葬、古遗址等文物遗迹 231 处，其中，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6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1处。为充分彰显生态资
源和文旅资源优势，在 GEP 考评体系中明确了“公共文化
品牌数、精品民宿数、秦岭山水乡村数、‘两山贷’交易额”
等引领文旅产业发展的重点指标、特色要素，对 12 个镇办
和相关县直部门赋分考评。

坚持正向激励，设置精细考评目标。根据各县直部门
主责主业、职责职能，结合工作实际，设定可测量、可实现
的考评目标及任务，并根据任务完成情况采用完成比例法
进行综合考评。紧扣“一都四区”建设，对发改、文旅等相
关部门设置激励性考评指标。同时，大力鼓励基层改革创
新，对经验做法获得省级以上肯定推广、宣传报道的单位，
予以加分奖励。通过正向激励，不断激发各部门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切实聚合力、增动力、提效率，加快推
进“两山”转化，为绿色发展蓄势赋能。

坚持生态底线，设定明确约束指标。落实“在保护中
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要求，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筑牢生态
保护屏障，对各镇办考评实行否决扣减法，设定“水土流失
率、主要污染物减排、农药使用强度、河道非法采砂、较大

及以上森林火灾”等 14 项约束性指标，占考评指标总数
的 15.9%。对河道非法采砂、森林火灾等破坏生态事件，
量化设定年度目标，根据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赋分。同时，
对生态环境问题被中央和省市督察通报批评、挂牌督办，
被主流媒体曝光、造成恶劣影响，发生重大生态环境破坏
案件、较大及以上森林火灾等情况实行扣分惩戒，并追究
相关责任。通过反向惩罚，倒逼责任落实，确保各项任务
落地落细、取得实效。

用活融合共赢“好办法”

坚持把 GEP 综合考评作为推进各项工作落实、强化
绿色发展导向、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充分发挥考评引领作用，全面融入特色产业发
展、生态金融创新、文旅宣传推广、山水乡

村建设等多个领域，实现互融互促、融
合发展。

融入“一产”强链条，首位产
业提级扩能。大力发展特色生

态农业，把丹凤葡萄酒作为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首位
产业，探索“企业（酒庄）+
景区+农户+市场”发展路
径，形成葡萄酒全产业链
网络体系。全县种植优
质酿酒葡萄 2.1 万亩，葡
萄酒年生产能力达到 3
万 多 吨 ，综 合 产 值 突 破
30 亿元。走出了一条集
葡萄种植、观光、采摘，葡

萄酒酿造、储藏、销售于一
体的生态文化体验之路，促

进生态物质产品“小葡萄”释
放经济资源“大价值”，实现葡

萄种植增收和葡萄酒增值溢价，
让传统“老字号”焕发时尚新活力。
“接二连三”闯新路，金融供给提

标扩面。开发“两山贷”金融产品，对于符
合“两山贷”的个人贷款额度最高可达 300 万

元，企业贷款额度可达 1000万元，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及其他经济组织贷款额度可达 500 万元，贷款期限最长
三年。截至目前，累计发放“两山贷”12 户 16 笔 1.14 亿
元。同时，与南京市市级机关物业管理中心开展机关事务
系统和生态保护系统的横向交流、跨界合作，拟将南京市
市级机关集中办公区各类碳排放指标纳入丹凤县生态养
护工作中，力争达成全国首笔碳汇交易“撮合交易”，一期
选取国有商山林场部分碳汇林，按市场价折算人民币 15
万元出售给南京市，用于中和南京市市级机关会议室碳排
放，实现碳汇变现。

融进“三产”增动能，文旅融合提档升级。开展“商
鞅封地·丹凤朝阳”文旅系列宣传活动，成功举办“丹凤
花开等您来”“丹凤酒香邀您品”“丹凤果甜请您尝”三大
生态文化服务主题节会活动，大力宣传丹凤文化旅游，
不断提升丹凤对外形象和旅游品牌知名度、影响力，增
加旅游附加值。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仅棣花古镇景
区接待游客 16.8 万人次，位居全市景区第一名。2023
年上半年，全县接待游客 594.86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 36.29 亿元。

融通城乡促发展，乡村建设提质增效。坚持全域谋
划、全域整治、全域推进、全域提升，以“两改两转三促进”
行动为抓手，深入实施秦岭山水乡村建设，积极探索共享
村落、数字乡村试点，全年共建康养、旅游、宜居示范村 36
个、农房 100 套，打造 5 个农村景区、5 个产业景点，新增
100 个民宿床位，出租 200 套闲置农房。推动村庄变景
区、农产品变商品，促进产业发展有“钱景”，实现乡村“由
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源源不断把绿水青山“好
颜值”转化为金山银山“好价值”。

丹凤县建立实施丹凤县建立实施GEPGEP考评机制考评机制，，弥补弥补GDPGDP考核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局限性考核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局限性——

加快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加快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眼下正是桔梗的丰收期，洛南县
古城镇兴龙广场每天都有 80 多名群
众在刮桔梗皮，赚零用钱补贴家用。
古城镇今年新增中药材种植 1000 多
亩，实现了全镇万亩桔梗的种植目
标。目前，全镇有中药材收购大小网
点和商户80多户，已形成以古城为中
心，覆盖全县及周边地区的购销网络，
中药材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的主要来源。

（本报通讯员 李 茜 摄）

秋天是多彩的季节，更是收获的季节。走进洛南县石门
镇花庙村烤烟种植户苏秀山家，一家人忙碌着对烘烤好的烟
叶进行分级、整理。

“我今年种了 23亩烤烟，目前已烤了 6炉，下来还能再烤
两三炉，预计收入 11万多元。”苏秀山满脸喜悦。

花庙村地处坡塬地带，光照充足、土地肥沃，烤烟生产基
础设施齐全，技术成熟，烟叶质量高，经济效益可观，是全县
第一大烤烟村。今年，花庙村种植烤烟 3400 亩，预计可产烟
叶 46.5万公斤以上，产值突破 1300万元。

据了解，2023 年洛南县种植烤烟 7 万亩，预计烟农收入
2.3 亿元，创税收 5000 万元，烤烟已成为全县农民增收致富
的主导产业。

灵口镇焦村辣椒种植基地的辣椒喜获丰收，连片的朝天
椒叶绿椒红，椒农们都在忙碌地采摘着鲜椒。

辣椒种植户李红娃说：“我今年种植朝天椒 15 亩，每亩
能产 2000多斤辣椒，收入 6万多元。”

在灵口镇宽坪村辣椒加工车间，机器轰鸣，红彤彤的辣
椒堆成了小山，工人们正在将新鲜的辣椒通过分拣、筛选，经
过上料、风选、清洗、切断、过筛、搅拌之后，就变成了鲜红的
辣椒酱。

洛南辣上天种植专业合作社总经理任亚军说：“近年
来，洛南县按照打造辣椒‘三基地、一中心、两联村’发展思
路，大力发展辣椒产业，持续助农增收。今年在全县 6 个
镇（街道）种植朝天椒 1.3 万多亩，预计可采摘 1.8 万多吨，
制作 10 多款辣椒制品，将销往四川、贵州、湖南等地，总产
值 6000 万元。”

和辣椒一样，位于古城镇中联村的宁农瓜果蔬菜产业园
里的西红柿也披上了“红妆”。一座座标准化蔬果种植大棚
排列整齐，一颗颗鲜红圆润的西红柿挂在深绿的叶片间。

园区负责人张亚锋正忙着和务工群众将熟透的西红柿
采摘、分拣、装筐，投放市场。

“宁农瓜果示范园项目属苏陕协作乡村振兴示范项目，

集种植、采摘、销售于一体。园区以横溪小西瓜、西红柿等蔬
果品种为主，采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持续扩大温室种
植规模，让‘红果果’成为村民的致富果。”张亚锋说，园区年
产值超过 2000 万元，带动周边 4000 多名群众就近实现就业
增收，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景村镇王涧村秦蕾中药菊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460 亩

黄白相间的菊花尽情绽放，犹如一片片彩色花
毯铺满大地，10多名群众正在采摘成熟的菊花。

“从去年花厂成立以来我一直在这儿干活，
一天能挣 100多元。”务工人员刘会玲说。

秦蕾中药菊茶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景
立说：“合作社采取‘合作社+规模种植户+农户’模式，引导周
边群众大力发展菊花产业，探索形成菊苗繁育栽培、菊花种
植、烘烤加工、包装销售全链条产业发展模式，生产茶菊、药菊
等产品，销往安徽、浙江、广东一带。目前，建成菊花基地 460
亩，产值300多万元，吸纳务工群众300多人。”

“我们公司从 2014年引进红仁核桃，2015年开始建设基

地。目前，种植红仁核桃面积 1800 多亩，年产核桃 110 吨，
预计产值 2000 多万元，带动 98 户 300 多名群众实现了增收
致富。”在景村镇八一村红仁核桃基地，洛南县红仁核桃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董兆斌说。

近年来，洛南县将大规模发展红仁核桃产业作为生态富
民的新路径和新抓手，采取抓点示范和技术包抓机制，吸引
能人、大户、企业参与红仁核桃发展，红仁核桃实现了丰产高
效。目前，洛南县核桃种植面积达 70 万亩，预计今年产 3.67
万吨，核桃初加工、深加工等综合产值 20 亿元。其中，红仁
核桃累计发展 1.7 万亩，产量 750 吨，产值 1.5 亿元，核桃产业
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金 秋 迎 来 好金 秋 迎 来 好““ 丰丰 ””景景
本报通讯员 冯江慧 李 斌

许家塬村千亩葡萄基地让昔日荒山变绿地许家塬村千亩葡萄基地让昔日荒山变绿地

绿水青山环绕的丹凤县城绿水青山环绕的丹凤县城

棣花古镇棣花古镇

分拣西红柿分拣西红柿

辣椒加工车间辣椒加工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