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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态]

冬日里的商洛，有着大自然馈赠的生态“滤
镜”，澄澈的蓝天、绝美的河景、缤纷的彩叶将城市
装点一新，各种色彩交织，构成了一幅幅色彩绚丽
的画卷，美不胜收。如此高“颜值”，让商洛 6 县区
11 镇 19 个单位入选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公布的

《2023 年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单位名单》，这
既是商洛久久为功推进森林康养试点市建设的耕
耘成果，也是助力我市森林康养产业蓬勃发展的

“黄金名片”。
在全域推进森林康养试点市建设上，商洛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大力发展森林康养产业，加快发展
方式绿色转型，把培育和发展森林康养产业作为推
动森林资源科学利用、实现生态为民、林业惠民的
具体实践，不断探索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模式，建立
健全森林康养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产业供给结构，
提升产业综合效益，打造符合商洛地域特色的森林
康养品牌。

高位推动全市森林康养产业发展。自 2022年
1 月入选国家级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市以来，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森林康养工作，把森林康养试
点市建设纳入“六市联创”重点内容，召开全市森林
康养产业发展专题培训会，与国家林草局森林康养
创新联盟签署《关于加快推进商洛市全域森林康养
试点市建设合作协议》《关于共建森林康养专家工
作站合作协议》，全省首个全国森林康养专家工作
站落户商洛。

高质量编制全域森林康养产业发展规划。市、
县两级健全管理工作机构，成立由政府主要领导任
组长，多个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工作领导小组，制定
实施细则，建立健全了市、县、镇（村）三级工作调度
体系，聚焦“秦岭桃花源·深闺康养吧”形象定位，制
定出台《商洛市国家级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市建设实
施方案》。邀请国内知名团队规划编制市、县《全域
森林康养产业发展规划》，突出“一心引领”，以中心
城区为中心，发展“森林康养+医养结合+体育健
身”为主的森林康养产业核心引领；“两带聚集”，以
柞水、镇安、山阳生态旅游为载体，打造以山水生态
休闲体验为特色的“乾佑河—金钱河百里康养廊
道”；以丹凤、商南、洛南古道驿站和生态景观为依
托，打造“丹江—洛河百里生态长廊”；实现“多点多
园”，以自然保护地和产业示范园为着力点和抓手，
发展以自然公园为主的森林生态旅游业，推进精品
景区、森林（生态）旅游示范县、示范镇（村）建设，以
森林康养小镇、基地、人家为多点支撑，实现森林康
养特色区与周边区域、农村产业、乡村振兴统筹发
展，全力打造森林康养示范市和全国知名森林康养
目的地。

高标准培育特色森林康养载体。聚焦 500 万
亩优质康养林资源，全市积极打造森林康养示范和
样板基地。利用自然公园、国有林场及其他森林景
观资源，在国家级森林公园、省级森林公园、地质公
园、风景名胜区等核心森林资源优势区，发展省级以
上森林康养基地、人家、小镇等载体达到 56个，7县
区（2022 年柞水县入选）全部被列入国家级全域森
林康养建设试点，成为全国首个全域覆盖、全域建设
的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市。

不断提升森林康养质量。商洛加强康养林资
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优化森林环境，发挥林长制牵头

抓总的作用，在全省率先建成了四级管林护林体系，
加强森林资源管理，森林火灾受害率低于 0.9‰，林
业有害生物成灾率低于 4.5‰。严格遵循森林生态
系统健康理念，加大全市重点区域绿化步伐和生态
修复，开展森林抚育、林相改造和景观提升，推进“两
岸三线四区”和市区城周绿化为中心的重点区域绿
化，近5年完成营造林324.8万亩。在立地条件极差
的城周实施高标准示范造林 2.63万亩，经验在全省
推广，被中央和省级媒体多次宣传报道。成功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建设美丽乡村 82个，创建国家森
林乡村17个，6个县荣获“全国绿化模范县”称号，被
授予“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奖”。

完善森林康养基础设施。依托已有林间步道、
护林防火道和生产性道路建设康养步道和导引系
统等基础设施，我市对自然公园、国有林场、生态驿
站等现有房舍和建设用地进行提升利用，加入森林
康养元素，建设森林康复中心、森林疗养场所、森林
浴、森林氧吧等服务设施，建成森林步道 400 公里
以上。在 4 个国家森林公园建立森林康养基地环
境监测系统，并实时发布监测数据。

大力培育森林康养产品。围绕核桃、板栗、茶
叶、木耳、食用菌以及十大商药等特色农林产品，
以药食同源为重点，以食疗养生为出发点，不断做
大做强核桃、板栗、中药材等森林康养产业集群化
发展，发展森林康养企业 40 家，推出森林康养产
品 60 种。创建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 1 处，省级以
上林业龙头企业总数达到 36 家，位居全省前列。
打造凸显地域特色的公用品牌体系，评选发布全
市最美“森林氧吧”15 个、“森林景点”22 个、“森林
康养路线”13 条，“西安—柞水—镇安高山杜鹃生
态旅游线路”入选全省特色生态旅游最佳线路，商
洛生态旅游与森林康养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得
到进一步扩大，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产业发
展有机融合。

推进森林康养文化体系建设。挖掘以市树核
桃、市花连翘为代表的森林文化，以十大商药为代
表的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加大对具有历史、文化
内涵的“中国核桃王”“陕西山阳红豆杉王”“松云寺
古松”“柞水夫妻银杏树”“洛南页山古柏”等古树名
木文化遗产地保护，创建省级自然教育基地 5 处，
推动师生积极参加自然教育、森林体验、户外运动
等森林康养活动，提高公众对森林康养功能的全面
认识，推广森林康养文化，倡导健康生活理念。

着力提高森林康养服务水平。建立行业规范
标准体系，制定的《商洛全域森林康养建设规范》地
方标准得到立项，制定板栗、山核桃、中药材等森林
康养产业技术规范 11 项。依托全国森林康养工作
站，邀请全国森林康养知名专家，培训全市森林康
养产业管理、服务人员 1000 多名。组建森林康养
市县专家服务队，深入全市重点镇村、景区景点、龙
头企业调研，广泛宣传培训，不断提升森林康养行
业有序规范发展和服务水平。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面向未来，商洛将依
托“中国气候康养之都”金字招牌，不断完善城市
功能，建设环境优美、绿色低碳、和谐文明的美丽
家园，全面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和人民生态福祉，
让充满生机、充满活力、充满自信、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商洛，以全新的姿态、崭新的面貌展现
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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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印象森林康养人家终南印象森林康养人家

终南山寨国家森林康养基地终南山寨国家森林康养基地

抚龙湖国家森林康养基地抚龙湖国家森林康养基地

金丝峡省级森林康养基地金丝峡省级森林康养基地

秦岭江山省级森林康养基地秦岭江山省级森林康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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