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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伏虽到，“秋老虎”正盛，洛州大地
上酷热难耐。8 月 10 日午后，笔者步入
洛南县城市森林公园，不远处的向日葵
花海与城市森林公园相映成趣，构成了
一幅浪漫的美景。游玩的人们纷纷驻足
观赏、拍照打卡。环顾四周，蓝天白云、
清风徐徐、芳草茵茵、溪流潺潺，让人不
由得沉浸其中拥抱这一丝凉爽和惬意。

身处这样美丽的公园，谁能想到这
个地方在 10多年前还是一片滩涂呢？

78岁的杨耀民是洛南本地人，每天早
上他都会和老伴儿一起来公园健身散步。

“10 多年前，高速出口这块就是荒
地，没什么人来玩。现在这里草也绿景
也美，我们别提有多幸福了。”说起城市
森林公园的变化，杨耀民颇有感触。

经过多年的工程实践，洛南县委、县

政府统筹城市发展和生态保护，将曾经
的滩涂荒滩打造成集生态修复、休闲观
光于一体的城市森林公园。

目前，该公园占地面积约 4 万平方
米，以绿地草坪为主，参差点缀各种造型
风景树，基础设施齐全，是一个通透灵
秀、绿色开放、共建共享的全新城市森林
湿地公园，已成为洛南群众的“幸福园”。

城市森林公园在建设过程中，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设理念，因势
利导、顺应自然，依托地势天然形态实
施修复改造，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当地的
原生态。

市生态环境局洛南分局固土股股长
康靖介绍，目前，全县大小城市公园有10
个，为水源涵养和动植物栖息提供了良
好环境，近年来观测到鱼类 5 目 10 科 32

种、鸟类超过20种、各类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34种、水生藻类植物7门39属。

“ 到 洛 河 过 冬 的 中 华 秋 沙 鸭 从 最
开 始 的 十 几 只 增 加 到 现 在 的 二 三 百
只 ，苍 鹭 的 数 量 也 增 加 到 了 400 多
只。”康靖说。

据了解，城市森林公园的建设为洛
河的生态保护利用和环境综合整治树立
了示范和样板。近年来，洛河灵口出境
断面稳定达到Ⅱ类，全县 16 条重点河流
水质达功能区要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 100%。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清”水
来。作为洛河二级支流的黄龙河，其上
游山脉属于东秦岭钼矿带，钼矿储量丰
富。多年来，黄龙钼业开发一直是洛南
县域经济的“支撑点”，但也“因钼而兴、
因污而痛”。

2013 年以来，洛南县委、县政府坚
持把黄龙河流域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来抓，争
资金引项目，以黄龙河为重点，先后实
施了“洛河等流域污染防治工作三年行
动”，启动建设黄龙河流域污染治理工
程（一 期）项 目 ，配 套 建 设 处 理 规 模
4000m3/d 的黄龙河污水处理厂和涵盖
上游尾矿库、废弃矿硐和排渣场的 19
个废水排放点的配套管网，新建污泥压
滤车间和 4000m3 的应急事故池，建设
10 座分散式废水处理站，采用国内先
进的“深床离子法”工艺处理“磺水”，实
现流域废水全收集、全处理、全达标排
放。截至目前，10 座废水处理站全部
建成运行，出水达标，黄龙河水质持续
向好，流域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高。治
理成效也被新华社以《铁腕整治黄龙清
水来》为题进行了经验报道。

市生态环境局洛南分局局长王斌介
绍：“现在黄龙河的河道面貌发生了根本
转变，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也形成了
良性循环，矿山生态环境‘含绿量’持续
提升，群众生产生活‘含金量’不断增
加。黄龙河流域综合治理工作不仅为陕
南硫铁矿治理工作积累了极其宝贵的

‘洛南经验’，更是‘两山’理念在洛南的
生态实践，为打造天更蓝、水更清、山更
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洛南奠定
了坚实基础。”

如今，在黄龙河发源地所在的石门
镇黄龙铺村，守护黄龙河生态环境已经
成为群众的共识。在通往黄龙河源头的
路上，随处可见穿着红色马甲的志愿
者。他们一手提袋子、一手握夹子，沿着
河岸捡拾垃圾。目前，这样的志愿者队
伍规模正在逐渐扩大。

笔者偶遇了一位带着孩子一起捡拾
垃圾的当地志愿者。“我因为喜欢摄影而
爱上自然，就觉得黄龙河的环境不能被
破坏了。今天第一次带孩子参加志愿活
动，希望他从小就知道要保护黄龙河。”
志愿者谭震表示，“我身边已经有越来越
多的朋友参与到黄龙河生态环境保护活
动中来，都是自发地要为保护黄龙河乃
至洛河作贡献。”

保护好洛河这泓清水，洛南县委、县
政府展现了足够的政治担当，也取得了
实实在在的成果。而尝到了“水清山绿
城美”甜头的老百姓也更加主动投身生
态保护，守护好洛河源成为了当地民众
的行动自觉。

洛南县将继续坚持“边保护边发展”
理念，进一步巩固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
山银山”的可持续路径，让人民群众真切
感受到身在洛河源头的荣光与幸福。

洛南洛南：：以生态以生态““含绿量含绿量””提升发展提升发展““含金量含金量””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毕波波毕波波

矿产开发是经济发展的骨干支柱产业。
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坚决当好“秦岭卫士”，把推动矿业转型
升级作为根本出路，以规模化、绿色化、延链
化、数字化、安全化建设为抓手，促进矿业循
环式发展，构建绿色矿业发展新格局，助力经
济高质量发展。

在洛南县晶鸿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内，生产线上一片忙碌。在经过粉碎、煅烧、
酸化除杂、浮选、烘干、筛选等工序后，平平无
奇的石英石便成了价值不菲的高纯石英砂。
这些石英砂将被广泛应用在半导体、光纤、光
伏、芯片等产品中。

洛南县晶鸿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丁维亮介绍：“目前，我们已经累计投资2亿
元，建设两条年产100万吨高纯石英砂生产

线，项目达产达效后，亩均产值将达到330多
万元，亩均税收 50万元，解决 150人就业问
题，可实现硅石开发从粗到精、从低附加值到
高附加值的飞跃。”

这个项目的建成进一步提升了矿区发
展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将为洛南县
打造集硅石资源利用、硅石产品加工、硅基
新材料开发于一体的百亿级硅产业集群筑
牢发展基础。

商洛矿产资源富集，如何在经济发展中
保护生态环境，持续推进矿区环境修复治理，
是必须要做好的一道“必答题”。

在位于镇安县的陕西天佑矿业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成吨的骨料和砂石经过筛选机自
动化筛选，被分成不同种类，掉落在传送带上，
送往不同方向。这个技改提升项目总投资1.5

亿元，对石家沟采石场原有配套砂石加工厂
进行自动化、数字化和绿色化工艺技术改造，
建设有废旧资源分拣原料车间，新增一批环
保除尘设施，同步完善矿山道路和开采平台
等基础设施和安全设施建设，达到“五化”矿
山建设标准。

陕西天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黄
安海说：“项目建成后，每吨能耗下降 10 个
百分点以上，实现了资源利用最大化、环境
影响最小化。”

近年来，省级绿色矿山柞水大西沟铁矿
不断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布局，积极探索
矿山生态建设新路径。今年 1 月，总投资
8000多万元的大西沟铁矿焙烧及选矿设备
提升改造项目开工，经过半年的建设，大型
设备已经全部安装到位，即将进行试生产。

项目主要对回转窑控制系统、煤粉制备系统
进行自动化升级，引入高效节能设备，实现
超低排放、自动化等目标，塑造矿业发展绿
色新优势。

陕西大西沟矿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海
民说：“项目建成后，年处理磷铁矿90万吨，
生产铁精粉25万吨，新增工业产值2.5亿元，
增加利税3500多万元，可以带动当地500多
人就业，很好地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作为全国首批尾矿综合利用示范基地，
目前，商洛纳入全国绿色矿山名录的矿山 1
个，纳入省级绿色矿山创建库的矿山4个，钒
产业链、钼产业链、钨产业链、硅产业链等不
断完善。累计建成尾矿综合利用项目128个，
尾矿综合利用企业95户，实现产值超百亿元，
有力支撑了绿色矿山建设和循环经济发展。

商洛推进矿业“五化”建设——

刷新绿色发展“进度条”
本报通讯员 洪 艳

本报讯 （通讯员 王蕾 杜田）干净
平整的村道、宽敞整洁的休闲广场、眼前
的大山郁郁葱葱、山脚下清澈的小河穿
村而过、映入眼帘的是鳞次栉比的木耳
大棚……8 月 12 日，说起村里的变化，柞
水县小岭镇金米村村民连连称赞：“村里
的环境好了，木耳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日
子是越过越红火了。”

这些改变源于金米村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持续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因地制宜开展美丽宜居村庄和

“五美庭院”建设，着力建设“绿色、富裕、幸福、
和美”金米。

金米村坚持在科学规划、标准制定、分类

指导、抓点示范上做文章，按照“常态化开展
人居环境整治，点线面打造秦岭山水乡村”的
总体思路，依托本地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以

“生态康养、农旅融合”打造1个秦岭山水乡
村示范点，以“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2个
山水乡村建设示范区，进一步深度挖掘整合
金米村民俗文化、木耳产业等特色元素，串点
成线、点面结合，打造了一条精品旅游线路，
形成了金米村全域设施到位、亮点纷呈的秦
岭山水乡村格局。

金米村坚持生态资源和生态产业相互融
合、相互促进的理念，利用生态资源禀赋，大
力发展木耳产业，在黑木耳种植的基础上大
力推广金木耳、玉木耳等高端菌种的孵化投

产，持续提升木耳种植规模。加大木耳深加
工企业的引进与合作，引进各类木耳深加工
休闲食品工厂和木耳压缩产品生产线，创设

“金民米川”特色品牌，实现“育繁推一体化”。
2023年共发展木耳500万袋，发展农家乐15
户，辐射带动165户650多人参与到产业链上，
年收益400万元以上，户均增收1.5万元以上。

金米村坚持把树牢生态文明理念、改善
农村环境面貌、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作为第一
目标，按照“和美金米”建设标准，多元化拓宽
资金渠道，通过县上补一点、镇上出一点、群
众投一点的方式，对村域内沿线居民房屋进
行统一改造，打造陕南特色居民示范带。同
时，加快“五美庭院”建设，全面实施“厕所革

命”，新建口袋文化广场3个、公厕5座，修建
文化墙800平方米，改厕改圈252户，完成民
居提升 168户，使得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坚持“网格化+生态治理”工作机制，巩
固“全国生态文化村”，金米村实行包片领导
集中指导、包村干部分工协同、村“两委”班子
成员分片负责、网格长具体推动的工作模式，
将 5名组长、14名保洁员、22名党员中心户
长嵌入21个网格，与群众签订门前环境“三
包”责任书，形成“院有人扫、路有人管、林有
人护、河有人清、责有人担”的工作格局，实现
从“政府干群众看”到“自己家园自己建”的有
效转变，不断提高群众的参与度，形成共建、
共护、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金 米 村 坚 持 生 态 优 先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本报讯 （通讯员 谢 勇）近日，市生态环境局发布了
2024 年第二季度环境质量公报。公报显示，我市第二季度生态
环境质量整体稳中向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水环境、声环境质
量等保持稳定。

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我市中心城区二季度有效监测天
数 91 天，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85 天，优良天数占比 93.4%，同
2023年同期相比增加 1天，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同比减少 2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等 6项主要污染物平均浓度
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
水环境质量持续为优，全市 11 条主要河流 25 个监测断面水质
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要求；
8 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 100%达标。声环境质量
总体较好，市区 10个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点位噪声监测值均符合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功能区标准限值要求。此
外，商洛市区降雨监测未出现酸雨样品，大气降尘监测结果均值
为 4.18吨/平方公里，同比减少了 0.7吨/平方公里。

我市今年第二季度

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勇鸿）为进一步巩固松材线虫病防控
成果，连日来，商州区林业局组织工作人员集中在刘湾街道张峪
沟、小龙峪 550 亩松林中释放花斑花绒寄甲成虫 7.7 万头，通过
天敌“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手段，降低松褐天牛密度，阻断松材
线虫病传播媒介。

“这些虫子释放后，会主动搜寻天牛幼虫或蛀干类害虫进行
寄生取食，将它们消灭掉。”8月 12日下午，在商州区花斑花绒寄
甲生物防治蛀干类害虫实施现场，商州区林业综合服务中心高
级工程师周小玉给大家介绍道。

此次释放的花斑花绒寄甲虫是天牛类蛀干害虫的天敌，它
的幼虫能够自主寻找并寄生在天牛的幼虫、蛹和刚羽化的成虫
中，取食天牛体内的营养物质，并在其体内结茧化蛹，消灭天牛，
达到生物防治目的。在现场，笔者看到，施工人员分成 6个作业
小班，按照每亩 7 个虫盒、70 头虫的标准，将花绒寄甲成虫释放
在固定于松树树干上的虫盒内。为确保花斑花绒寄甲虫逐步适
应生长环境，半个月后，按照同样标准施工人员会再次释放 70
头，每亩达到 140头。

据了解，一只松褐天牛身上可携带上万头松材线虫。防治松材
线虫病必须先防治媒介昆虫松褐天牛，而国内花绒寄甲防控天牛类
害虫方法已较为成熟，在我省多市县已开展，商州是第一次释放。

商州区林业局局长晏志锋表示，林业有害生物危害是“不冒
烟的森林火灾”。特别是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一旦发生，蔓延速
度快、控制难度大，极易造成大面积灾害，严重威胁森林安全；该
项目的实施，能尽快形成天敌与有害生物共生共融动态平衡的
生物链，最终达到有虫不成灾，有虫不成害的生物多样性环境，
有效控制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和蔓延。

商州“以虫治虫”

防控松材线虫病

本报讯 （通讯员 李 舟）8 月 13 日，
丹凤县商镇桃园社区党总支组织广大党员和
青年志愿者，对全村主要交通沿线的垃圾进
行捡拾。这是商镇常态化开展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的一项举措。

商镇地处秦岭脚下，地理位置独特，生态
资源丰富。为了切实保护秦岭生态环境，商
镇成立了秦岭生态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制定
了详细的保护方案和工作计划，明确了各部
门的职责和任务。镇上通过举办专题讲座、
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宣传展板等多种形式，向
广大群众普及秦岭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相关
法律法规。今年以来，共举办各类宣传活动
3 场次，发放宣传资料 2000 多份，覆盖人群
5000 多人次。通过广泛宣传，广大群众的生
态保护意识得到了显著提高。

镇政府联合相关执法部门，加大对秦岭
区域内非法采石、非法采伐等违法犯罪行为
的打击力度。今年上半年，共开展联合执法
行动 6 次，查处非法采石案件两起，非法采伐
案件 1 起，有效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维护了
秦岭生态安全。

为了加强生态修复和治理，商镇争取上
级资金支持，实施了一系列生态修复和治理
工程。对河流进行了综合治理，清理河道垃
圾 3.2 吨，修建河堤 2.6 公里，改善了河流的
生态环境。同时，商镇还加强了对秦岭区域
内的水源地保护，划定了水源保护区，建立了
水质监测制度，确保群众饮水安全。

在推动产业转型发展方面，商镇积极引
导当地企业和群众转变发展观念，发展生态
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目前，商镇在种
植绿色无公害蔬菜、水果等农产品方面，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的双赢。同时，商镇还充分利用秦岭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
发展生态旅游，打造了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
观光旅游，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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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南县城市森林公园全貌洛南县城市森林公园全貌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白鹭在河道翩跹起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白鹭在河道翩跹起舞

88月月1212日日，，在商州区刘湾街道张峪沟在商州区刘湾街道张峪沟，，工作人员将工作人员将
1010头花斑花绒寄甲成虫释放在虫盒内头花斑花绒寄甲成虫释放在虫盒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