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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态]

惊蛰一过，万物复苏。走进柞水县，碧
空如洗、白云如絮，绿水青山的秀美孕育出
一方净土。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
是游客眼中最美的风景，是广大人民群众
美好生活的愿景，更是柞水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钱景”。

美不胜收的“景”色背后，是柞水县力争
绿色发展“上游”的生动实践。柞水坚持生
态保护第一，大力推动生态治理、环境保护、
污染防治、绿色发展，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营造了浓厚的生态文明氛围、奠定了坚实的
生态环境基础。

当好秦岭卫士 绿色循环发展

尾矿库逐级堆坝，露天矿坑土地平整，
覆土种草植树栽花……矿山开采与良好生
态，看似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小岭镇大
西沟矿区却呈现出一幅和谐的画面。

绿满矿山满目春，金山银山日时新。春
日里，走进大西沟矿区，以前废渣遍布的山
体经过复绿，如今草木慢慢萌发，一层层绿
色的梯台即将呈现在人们眼前。

柞水县严格落实《陕西省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条例》要求，及时出台了《柞水县绿
色矿山建设实施意见》，指导各矿山企业编
制了《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深入开展
秦岭生态环境专项整治活动，停止一切保
护区域内矿产资源勘探、开采活动，有力打
击了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破坏生态环境的

各类违法行为；对矿区的绿色开采、绿色加
工、绿色仓储、绿色运输等重点环节实施全
程监控、严格管控，最大程度减少无组织排
放和二次污染，有力推动了全县矿山绿色
化建设进程。

在矿业“五化”转型的同时，柞水县还
利用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生态
康养等绿色产业，坚持把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放在第一位，积极推进生态产业化、产
业生态化先行示范，持续提升经济社会发
展的含绿量、含新量、含金量，切实把柞水
的“ 好 生 态 ”转 化 为 经 济 发 展“ 好 价 值 ”。
2023 年，柞水县紧盯国家政策导向、资金
投向和产业发展方向，聚焦新能源、新材
料 等 五 大 产 业 ，策 划 项 目 283 个 ，总 投 资
1248.7 亿元。

狠抓污染防治 促进环境改善

春天到了，清澈的乾佑河似乎更加活
泛起来，河岸上的柳枝逐渐变得轻柔。铺
设了塑胶的休闲步道上，随处可见锻炼的
人 们 、嬉 戏 的 孩 子 。 人 们 在 这 里 畅 享 绿
色、生态的休闲之旅，共享“康养之城”发
展的成果。

如今景色宜人的乾佑河在几年前却是
另一番面貌。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加
快，乾佑河面临严重污染。清垃圾、拆违建、
平河床、筑河坝……近年来，柞水县加大乾
佑河污染治理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全面落

实排污许可制，扎实
推进固定污染源排污

许可清理整顿和发证登
记工作，实现了所有固定

污染源环境管理全覆盖，同
步大力实施河流治理和生态清

洁工程，实现了乾佑河由“脏乱差”
到“净清美”的蜕变。
坚持边破边立，柞水县下足功夫利用好

腾挪出的空间和恢复好的生态，在乾佑河两
岸建成了长 5954.09 米、宽 3.3 米的休闲人
行道，铺装塑胶步道，安装扁钢栏杆，新建和
改造 12座跨河桥梁和 33座休息亭。

如今，碧水绕城，杨柳依依，休闲步道成
了百姓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以乾佑河治理为突破口，柞水县同步推
进治气、治水、治土，实现全域整治。围绕打
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县上深入开
展大气污染和集中式水源地、黑臭水体专项
治理，加大工业废气、施工扬尘整治力度，统
筹推进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修
复，持续加强废旧菌包资源化利用，加快建
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有序推进垃圾分类
处理和建筑垃圾减量，做到精准治污、科学
治污、依法治污。

2023 年，柞水县查处破坏生态环境问
题 85 起，实施营造林 8.57 万亩，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 65 平方公里，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 349 天，出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入选西
北五省首个国家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地区，荣
获国家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下梁、乾
佑、营盘 3 个镇办被评为全省特色气候小
镇，牛背梁巴山冷杉群被评为全国“双百”古
树群，“秦岭闺秀 康养柞水”的生态名片更
加耀眼夺目。

培育生态经济 实现效益双赢

阳坡院子民宿群坐落于中国美丽乡村
朱家湾村，是一处都市人向往的休闲胜地。
这里土墙柴扉、篱笆田垄，是邂逅美丽的绝
佳之所。一处拥有闲庭廊回的屋子，门对着

山路，山路挨着小溪，溪水潺潺，激荡出美妙
的天籁之音，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泼墨，静
坐小憩，好生惬意。

“3月到了，离旅游黄金季越来越近，4—
10 月的旺季，西安来的客人多一些，一到暑
假，很多都是带孩子过来玩的。”阳坡院子民
宿工作人员说。

2024 年 2 月，柞水县阳坡院子·松云山
舍被文化和旅游部评为全国甲级旅游民宿。

民宿，作为一种乡愁与乡土相结合的
产物，被称之为有温度的住宿、有灵魂的
生活。近年来，柞水县的绿水青山间，孕
育 出 民 宿 这 一 培 育 生 态 经 济 的 全 新 模
式。作为第六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柞水民宿保持田园风格，与秀丽的自
然风光掩映成趣，成为乡愁的载体、心灵
的寄托，用生动实践阐释了“既要绿水青
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
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内涵所在。

民宿产业的蓬勃发展成为柞水县培育
绿色经济、加快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柞水
县深入践行“两山”理念，主动争取陕南生态
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试点，大力发展绿色食
品、康养旅游等生态产业，争创国家级避暑
旅游目的地、气候景观观赏地及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先行区。与此同时，开展国家环境健
康管理试点，推进县城生活垃圾分类，实现
固废减量化、资源化利用。

近年来，柞水县先后打造了龙王沟康
养产业园、云山湖康养产业园、盘龙医药康
养产业园、梨园康养产业园四大园区，建成
后可提供 1.4 万个床位，能服务 15 万人来
柞水康养旅居；围绕“一心两园三带”产业
布局，以“医养游体药食”融合发展为抓手，
建成以柞水终南医养院、终南山寨康养民
宿街区等为代表的康养服务产品，全县发
展民宿、农家乐 181 家，建成了木耳小镇等
一批主题鲜明的特色小镇。守护绿水青
山、加快绿色转型，柞水县用绿色铺就了高
质量发展的底色。

（（题图照片题图照片：：矿山土地复垦恢复治理区矿山土地复垦恢复治理区））

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 加快绿色转型加快绿色转型
———— 柞水县用绿色铺就高质量发展底色柞水县用绿色铺就高质量发展底色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张莹雪张莹雪

在山阳县南宽坪镇梨树洼，有一株占地方圆 500 平
方米的千年古侧柏。一年四季，无论何时在金钱河北岸
的山漫公路李家湾段眺望古柏，它都是绿得郁郁葱葱，显
得苍劲挺拔。

3 月 3 日，笔者驾车穿过金钱河大桥，向东行驶十分
钟便来到古柏树前，再一次见到了寄托着笔者乡愁的
古柏，它依然苍翠傲立，和 30 多年前笔者孩童时看到的
它一样。

山阳县林业干部茹官文介绍，古柏高 29 米、胸围 7.3
米、胸径 2.32 米，专家鉴定树龄约 2000 年。古柏主干粗
大，于 3米处分生九大干枝，从北侧看，若“千手观音”状，
故又称“千手观音柏”。此古柏属于陕西省特级保护古
树，2018 年已建立电子信息档案。这是截至目前山阳县
境内发现的树龄最长、最大、保护最好的古柏，是名副其
实的“山阳柏树王”。这里的气候、土壤岩质适宜柏树生
长，加之当地干部群众和县林业局的规范保护，才使得古
柏生机盎然。

柏树管理人李元忠说：“这株柏树是我们李姓人
家 的 骄 傲 ，柏 树 前 方 就 是 清 朝 乾 隆 年 间 李 姓 翰 林 院
学 士 之 墓 ，彰 显 李 姓 人 家 是 我 们 当 地 名 门 望 族 。 保
护 柏 树 ，讲 述 我 们 李 姓 人 家 优 秀 历 史 ，我 以 此 为
荣 。”据 他 介 绍 ，当 地 镇 政 府 和 县 林 业 局 都 很 关 心 这
株 柏 树 的 生 长 及 安 全 状 况 ，每 月 定 期 有 负 责 人 前 来
巡 查 、观 测 和 科 学 管 护 ，这 也 是 这 株 古 柏 得 以 健 康
生长的关键。

如今，在古柏周围 300 亩梯田茶园项目已经启动
建 设 ，“ 旅 游 观 光 古 柏 ＋ 茶 园 采 摘 加 工 ”项 目 建 设 好
之 后 ，将 迎 来 八 方 游 客 ，品 尝 有 机 绿 茶 ，共 话 千 年 古
柏的故事。

千年古柏仍“青春”
本报通讯员 毛家美

近年来，商州区紧紧围绕“生态商州”建设，依托天
保工程、重点防护林工程、秦岭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百万亩绿色碳库”试点示范基地建设等项目，扎实开
展营造林工作。3 月 6 日，记者从商州区林业局获悉，5
年来，全区累计完成营造林 37.52 万亩，其中：人工造林
6.5 万亩、飞播造林 4.13 万亩、退化林修复 4.9 万亩、封
山育林 16.44 万亩、森林抚育 5.55 万亩，全区森林覆盖
率逐年提高，人居环境全面改善。

全区每年广泛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去年春
季 ，在 商 州 区 陈 塬 街 道 上 河 村 徐 沟 举 行 市 区 领 导 、
区 直 单 位 干 部 职 工 义 务 植 树 活 动 ，栽 植 碧 桃 、女 贞
等 苗 木 9900 多 株 。 同 时 ，举 办“ 互 联 网 + 全 民 义 务
植 树 ”活 动 ，在 全 区 营 造 人 人 参 与 、齐 力 推 进 的 造 林
绿 化 氛 围 ，共 完 成 义 务 植 树 160.1 万 株 ，义 务 植 树 尽
责率 92%。

商州区不断推进国土空间绿化步伐，以“百万亩绿色
碳库”试点示范基地建设、森林植被恢复人工造林项目为
依托，以村庄、高速路、国道沿线迎坡面荒山绿化为重点，
积极开展生态空间修复治理。截至目前，完成造林绿化
2.1万亩。

围绕全域森林康养建设，商州区积极实施“一环
串 多 园 ”环 城 山 地 公 园 建 设 ，东 龙 山 公 园 、龙 凤 山 紫
薇 花 海 公 园 相 继 建 成 ，完 成 商 洛 北 客 站 和 砚 川 火 车
站 周 边 重 点 区 域 绿 化 工 程 、商 州 区 高 级 中 学 西 围 墙
外 坡 体 绿 化 、沙 河 子 炼 锌 厂 周 边 治 理 以 及 龟 山 隧 道
南 口 护 坡 、沙 河 子 镇 卧 虎 岭 景 区 等 市 区 重 点 工 程 绿
化 提 升 ，全 面 提 升 重 点 区 域 绿 化 治 理 水 平 。 同 时 ，
持 续 推 进 村 庄 绿 化 美 化 工 作 ，在 三 岔 河 镇 七 星 村 、
麻 街 镇 齐 塬 村 实 施“ 三 化 一 片 林 ”森 林 乡 村 建 设 项
目 ，栽 植 爬 藤 月 季 、大 叶 女 贞 、桃 树 等 苗 木 花 卉 ，绿
化 里 程 达 2 公 里 ，为 我 市 打 造“ 一 都 四 区 ”贡 献 了 林
业力量。

扩绿增绿正当时
本报记者 肖 云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加强“古树名木保护 赓续中
华文脉”正当时。近期，为进一步查清全镇古树名木资
源现状和动态变化情况，健全古树名木动态监管体系，
全面提升古树名木资源保护管理水平，柞水县下梁镇
巩固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

古树名木是自然界和前人留下的珍贵遗产，是林
木资源中的瑰宝，更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记录中华
文明悠久历史的“活化石”。下梁镇在加强古树名木
保护工作中，首先实施古树名木资源补充调查工作。
按照专业的技术规程，实施“每木调查”的方式，对每
一棵古树名木的胸围、树高、平均冠幅、树种等进行实
测，同时运用仪器设备对其坐标、生长势等因子进行
记录、判定。

依照古树名木补充调查结果，镇上完善古树名木图
文档案和电子信息矢量数据库，建立完整的古树名木补
充调查档案，包括文字、影像和电子档案，电子档案包括
古树名木每木调查表、树干、树冠、树全貌照片等，同时上
传到国家古树名木图文数字档案系统。

补充调查结束后，工作人员依据《古树名木挂牌
保护规范》，制作并悬挂古树名木保护牌。古树名木
标 志 和 保 护 牌 由 省 绿 化 委 统 一 制 作 和 编 号 ，保 护 牌
包含编号、中文名称、科名、树龄、保护级别、养护责
任等信息。

目前，此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中。

古树名木受保护
本报通讯员 李邦权 刘 鹏

春 风 催 新 绿 ，植
树 正 当 时 。 3 月 10
日，在第 45 个植树节
即将到来之时，商洛
日 报 社 携 手 市 关 工
委、市林业局、商州区

城关街办张坡社区等单位组织开展“共筑美好家园 争做护
绿少年”党报小记者植树节活动，30 多名小记者在工作人员
的带领下来到市区金凤山，种下 60 株侧柏树苗，以实际行动
争做“护绿少年”。

“大家知道植树节是哪一天吗？”
“3月 12日！”
“植树的意义有哪些呢？”
“植树可以抵挡风沙，净化空气！”“保护生态，美化环

境！”……
在工作人员的提问下，小记者们的热情被点燃，兴趣盎

然地了解植树节的相关知识。随后，工作人员发放了树苗，
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奔向划定的植树区域。

他们三五成群，扛着小树苗，拿着铁锹、水桶等工具，挥
锹铲土、扶树填土、培土浇水……忙得不亦乐乎，各个环节衔
接有序，配合默契，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一抹抹靓丽的
马甲红与树苗新绿相互映衬，山坡上变得生机盎然。

小记者李昊泽双手扶着小树苗，旁边的一名小伙伴正挥
舞着铁锹为树苗培土。李昊泽说：“我感觉这个活动特别好，
这是我第一次植树，亲身体验了劳动的乐趣，亲自动手美化
家乡、保护环境，感觉特别有意义，以后我也会常来这里，看
着小树一点一点长大。”

经过一番忙碌后，原本空旷的土地成了一片小树林，一
棵棵小树苗在春风中挺立，焕发出勃勃生机。最后，小记者
们将自己精心制作的心愿卡挂在树苗上，并和小树一起合影
留念。“能自己亲手种下一棵树让我非常有成就感，以后我每
年春天都要参加植树活动，为我们的城市绿化献出一份力
量！”小记者陈书涵说。

此次植树节主题活动，让小记者们把绿色和希望种在了
春天里，进一步树立了绿色环保意识，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美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栽 种 绿 色 和 希 望
——党报小记者“共筑美好家园 争做护绿少年”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米子扬

小记者为自己种下的树苗挂上心愿牌小记者为自己种下的树苗挂上心愿牌

大家齐心协力大家齐心协力、、分工合作分工合作

小记者给小树苗浇水小记者给小树苗浇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