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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态]

一方山水，有了好气候加持，可以守
绿换金；一方风情，融入好气候元素，可
以借绿生金；一方好物，贴上好气候标
签，可以添绿增金。

在 22℃的商洛市，隐藏在秦岭山坳
中的风景火热“出圈”，散落在乡野田间
的山货持续“走俏”，就连山林间的清新
空气也能“打包”卖钱……这，就是气候
生态的魅力所在。

商洛市全域地处秦岭腹地，作为全
国首个气候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市，从商南金丝峡、镇安塔云山到柞水木
耳、洛南核桃，商洛市深挖气候生态资
源，通过气象科技具象地勾勒出气候“形
状”，帮助当地的生态产品更好地“亮
相”，从而让更多人看见它们的价值。

特色好品牌“点绿成金”

初秋的商洛市商州区三岔河镇群山
环抱，绿水相拥。

近日，在国渔三岔河水产养殖示范

园区，一架无人机快速升空，按照预先设
定好的速度和轨迹在鱼塘上空盘旋。瞅
准时机，常世军轻点按钮，只见箱中的饲
料如天女散花般均匀撒出，落在波光粼
粼的水面上。

这时，池塘中一尾尾虹鳟、金鳟摆动
身体，争先恐后地朝着“美食”游去。20
分钟后，32 个鱼塘投喂完毕，无人机又
稳稳地飞回常世军身边。

养鱼是个细致活，尤其是金鳟、虹
鳟、鲟鱼等冷水鱼更为“娇气”。作为园
区技术人员，常世军把这些鱼的“脾性”

摸得一清二楚。啥时该升温降温，啥时
该投食加氧，他心里门儿清。

“气候因素对冷水鱼养殖影响很
大。拿虹鳟和金鳟来说，适宜温度在
14℃至 18℃，而鲟鱼不能超过 21℃。”常
世军说，“如果水温超过上限，我们会立
即添加井水，增大水量进行降温。”

那么，常世军是如何了解鱼塘气候因
素的？这一点，就需要气象数据来“说
话”。在园区入口处，有两套商州区气象局
布设的自动气象站，电子大屏上显示着当
天的温度、湿度、风速等数据，就连每立方
厘米的负氧离子浓度也显示得一清二楚。

三岔河镇位于秦岭腹地，沟壑纵横，
谷岭相间，典型的山地立体气候造就了
这个山美水美的省级特色气候小镇。这
里的山泉水冬暖夏凉，水体溶氧充足，是
冷水鱼养殖的“天然渔场”。

“虽然冷水鱼 10 月才上市，但我们
的订单早就排满了。”园区负责人赵海蒙
表示，之所以把鱼塘建在三岔河，就是看
中了这里的好山好水好气候。

绿色是商洛最美的底色，而一个个
特色气候小镇则是让这绿水青山持续增
值的特色品牌。为了让一方山水发挥出
最大价值，商洛市应用气候生态监测大
数据，深挖气候资源优势，协同推进文
旅、森林、康养等品牌创建，不断丰富气
候生态品牌种类，释放气候生态红利。

6 个“中国天然氧吧县”、2 个“中国
气候宜居县”、15 个国家级“天气气候景
观 观 赏 地 ”、26 个 省 级“ 特 色 气 候 小
镇”……目前，商洛已形成独具特色的气
候生态品牌矩阵。

乡土好产品“身价倍增”

小小的核桃，能够创造出多大的价
值 ？ 在 洛 南 县 ，这 个 问 题 的 答 案 是
30.68亿元。

这两天，洛南县景村镇八一村红仁
核桃种植基地，一颗颗硕大的核桃压弯
了枝头。

说起洛南红仁核桃，绕不开的一个
人是董兆斌。作为当地核桃种植大户，
董兆斌是全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015 年，他从国外引进 100 株红仁核桃
树苗，在洛南进行试种，并成功将红仁核
桃种植面积发展至目前的 5000多亩。

深山藏清气，核桃果飘香。每年 9
月是洛南红仁核桃成熟的时间。从枝头
采摘到装车运输，这些核桃将“乘”专列、

“走”丝路，辗转万里后经中亚抵达欧洲。
2021 年以来，商洛核桃搭乘中欧班

列出口销售，已常态化进入国际市场。
“这几年我们累计出口核桃产品 6000
多吨，出口额达 1.5 亿元。”董兆斌说，如
今洛南核桃每个月都会搭乘一班长安号
走出国门，产品远销俄罗斯、吉尔吉斯斯
坦、哈萨克斯坦等 10多个国家。

好产品畅销的背后，离不开独特的
气候环境。地处北纬 33°黄金种植区的
洛南县，土层深厚，气候温润，光照充足，
是全国优质核桃最佳适生区之一。

为进一步叫响“洛南核桃”这一品
牌，商洛市气象局联合省农业遥感与经
济作物气象服务中心，开展核桃气候品
质认证，让“气象+”融入当地核桃生长
全流程。同时，组建攻关团队，研发了集

“引种、育苗、布局、种植、销售、品质认
证”于一体的核桃数据中心平台，为核桃
产业管理人员和种植户提供气象灾害分
析预报等精细化服务。

好气候让洛南核桃“身价倍增”。
2023 年，洛南县从事核桃销售、贸易、出
口的企业、合作社有 219 家，全年核桃制
品销售量 9 万多吨，交易额近 17 亿元。

“洛南核桃”品牌价值达 30.68亿元。

山林好空气“落地变现”

从丹凤县商镇穿境而过，丹江水缓
缓地流淌。

站在丹江南岸的商山顶上远望，青山
绵延，层峦叠翠。这里是丹凤县商山国有
林场，总面积14.57万亩的林地、近80%的
森林覆盖率，营造了一方草木葱茏、生物
多样的生态绿地，不仅是很多人向往的

“诗和远方”，也是一座天然的“储碳库”。
作为商山森林防火瞭望哨里唯一的

工作人员，守在山顶上的姜拴劳每天的
主要任务就是负责林场及方圆 31 万亩
森林防火信息的监控、传递。

“我们这里不仅有好风景，还有能卖
钱的好空气。”一大早，姜拴劳就爬上了高
高的瞭望塔，用望远镜观察着这片森林。

“这片林区是典型的深山老林，珍稀
野生动植物特别多，现在就连空气都很
值钱，是真正的金山银山。”姜拴劳说，他
会继续守护这片山林，守护这份来之不
易的“家底”。

地处秦岭腹地的商洛，水绿山青，风
景如画。全市拥有林地 1822万亩，森林
覆盖率近 70%，孕育了核桃、中药材、食
用菌等叫得响的生态好产品。这几年，
商洛建成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与碳汇
评估平台，在全省率先启动林业碳汇开
发交易。今年 3 月，商洛首批林业碳汇
达成，10 万吨二氧化碳减排量卖出了
400 多万元的好价钱。这其中，一部分

“好空气”就来自商山国有林场。
从“卖产品”到“卖空气”，碳汇交易

开启绿色增收新模式。这离不开气象科
技守护绿水青山的功劳。

“这几年，我们以‘气候+生态’的模
式，接连开展林间气象服务、森林防火气
象预报、人工增雨改善森林土壤水分
等。同时，利用地空天一体化生态气象
监测网，实时生态系统固碳释氧、水源涵
养、土壤保持，确保森林生态健康。”商洛
市生态监测服务中心主任赵世发称，通
过科技手段，气象部门为好气候产出好
产品提供科学实证，有力推进了生态“颜
值”变价值的转换。

有了气象加持，商洛的山更青、水更
绿了。目前，商洛市符合开发条件的林
业碳汇资源 78.5 万亩，可产生二氧化碳
减排量 53 万多吨，产业经济价值 2000
多万元。

独特的气候成就独特的产品。聚
焦“双碳”目标，以生态产品、康养旅游、
培训体验等为导向，商洛气象部门正密
切对接“两山银行”，通过统一收储、价
值评估、项目策划等，让山林间的绿色
存量借助一张张碳票加快转化为更大
的金山银山。

商洛商洛::藏在绿水青山间的藏在绿水青山间的““气候密码气候密码””
本报通讯员 赖雅芬 黄 敏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谢 忠
彪）8 月 29 日 ，在 江 苏 无 锡 举 行
的 全 国 质 量 月 活 动 ——“ 有 机 产
品 认 证 宣 传 周 ”启 动 仪 式 上 ，镇
安 县《有 机 认 证 助 力 生 态 产 品 增
值 溢 价》入 选 2024 年 度“ 中 国 有
机 产 品 认 证 区 域 化 建 设 强 企 强
链 强 县 ”优 良 案 例 ，成 为 全 国 入
选 的 16 个 案 例 之 一 ，镇 安 县 作
为 全 国 唯 一 的 县 级 政 府 代 表 作
了 经 验 交 流 。

近 年 来 ，镇 安 县 充 分 发 挥 政
府 主 推 、行 业 主 抓 、企 业 主 体 、市
场 主 导 作 用 ，立 足“ 山 ”字 谋 篇 布
局 ，打 造“ 有 机 ”金 字 招 牌 ，推 进
山 地 生 态 资 源 转 化 为 绿 色 有 机
产 业 ，把“ 绿 水 青 山 ”变 成 了 富 民
强县的“金山银山”。

镇 安 县 成 立 了 县 长 任 组 长
的 有 机 产 品 认 证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分 设 有 机 产 业 发 展 专 班 和
综 合 协 调 专 班 ，研 究 制 定《镇 安
县 有 机 产 业 总 体 发 展 规 划》，科
学 划 定 有 机 产 业 核 心 区 4 个 、
带 动 区 6 个 、辐 射 区 5 个 ，建 立
了 龙 头 带 动 、基 地 承 载 、项 目 支
撑 、认 证 赋 能 的 有 机 产 业 发 展
模 式 ，引 导 项 目 、资 金 、人 才 、技
术 等 生 产 要 素 向 有 机 产 业 聚
集 。 出 台 了 有 机 产 业 发 展 激 励
政 策 ，对 获 得 国 家 有 机 产 品 认
证 的 首 次 补 助 5 万 元 ，之 后 续
证 每 年 补 助 2 万 元 ，全 县 培 育
有 机 认 证 龙 头 企 业 10 家 。 按
照 适 生 优 生 、点 线 相 连 、集 中 连 片 、板 块 聚 集 的 原 则 ，全
面 推 进 有 机 产 业 基 地 建 设 ，建 成 标 准 化 有 机 种 植 基 地 15
处 、面 积 5.84 万 亩 。 高 标 准 建 设 质 量 基 础 设 施“ 一 站 式 ”
服 务 大 厅 ，引 进 有 机 认 证 机 构 6 家 ，聘 任 有 机 认 证 质 量
专 家 7 名 ，定 期 把 脉 会 诊 ，为 企 业 提 供 有 机 认 证 技 术 服
务 。 与 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 等 科 研 院 校 合 作 ，选 育 研 发

“ 镇 安 一 号 ”等 3 个 板 栗 良 种 。 每 年 组 织 联 合 执 法 ，对 有
机 认 证 企 业 和 有 机 产 品 进 行 全 覆 盖 检 查 ，严 把 有 机 生 产
和 有 机 认 证 各 个 关 口 ，确 保 有 机 产 品 货 真 价 实 。 坚 持 以
需 促 销 ，以 销 定 产 ，着 眼 有 机 产 品 种 养 、加 工 、销 售“ 三 产
联 动 ”，生 产 、生 态 、生 活“ 三 生 融 合 ”，积 极 打 造 集“ 吃 、
住 、游 、购 ”于 一 体 的 有 机 产 业 园 ，建 立“ 公 司 ＋ 基 地 ＋ 合
作 社 ＋ 农 户 ”的 有 机 产 业 运 营 模 式 ，培 育 秦 岭 云 电 子 商
务 交 易 中 心 等 电 商 企 业 ，聚 力 打 造 镇 安 象 园 茶 、镇 安 板
栗 、镇 安 大 板 栗 、云 盖 寺 挂 面 四 大 国 家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实
现 了 有 机 产 业 市 场 化 、特 色 化 、品 牌 化 。

截 至 目 前 ，全 县 获 得 有 机 认 证 证 书 19 张 ，有 机 产 品 总
产值 1.5 亿元，有机产品溢价率平均达到 50%，有机碳总价
值 126.4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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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的鹤城峰峦如洗雨后的鹤城峰峦如洗、、青山叠翠青山叠翠。。（（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杨 鑫鑫 摄摄））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可鑫）“我今年46
岁了，从小就在西街转盘这株古树的陪伴下
长大，现在这株树已经115岁了。目前，县
林业局为古树挂了树牌，方便大家认识，还
定期过来对古树进行生长现状调查、喷药除
虫害等，希望这株古树能长久地生长下去。”
近日，商南县西街居民蔡让宝说。

今年以来，商南县全面贯彻落实《陕西
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精神，认真履行保护
管理职能职责，采取登记建档、加强管护、抢
救复壮等有力措施，不断加大对古树名木资
源的保护力度，促进古树名木与城市乡村、
历史人文和谐共存，留住绿色记忆。

商南县全面落实古树名木保护工作要
求，制定《商南县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
保护制度》，成立10个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组，
深入各个镇（街道）开展古树名木政策宣传、
调查摸底等工作，详细记录树种、权属、树龄、
胸径、冠幅、生长环境等数据，挖掘整理有关
古树名木的历史典故、传说，不断完善“全国
古树名木智慧管理系统”，实施动态监测，按
照“一树一档”的要求，对所有古树名木建立
信息档案，并制定“一树一策”保护方案。同
时，吸纳专业型人才，建立商南县古树名木

保护专家库，为基层开展资源调查、养护管
理等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加强对古树名木的
保护指导。

商南县将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纳入林长
制考核范围，与村组、管护责任人签订管护
协议，对已普查出的古树、古树群，实行挂牌
管理，采用日常管护与重点时段管护相结合
的方法，落实日常管护责任。坚持“一树一
策”原则，科学实施抢救复壮，对全县6株古
松进行打孔注药，防止感染松材线虫病；邀
请3名省级专家现场会诊，对耀岭河村3株
长势衰弱的古树进行输送营养液、疏松土壤、
浇水等日常养护，增强古树长势；清理古树
周围悬挂、堆放的杂物及杂草、杂灌；定期对
古树进行树干涂白、病虫害预防、根部松土、
施肥，确保古树茁壮成长。

商南县健全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县
公安、城管等多个部门凝聚监管执法合力，
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逐村逐树排查，严厉
打击非法移植、破坏古树名木行为，切实保
护古树名木安全。

截至目前，商南县摸排出散生古树330棵，
古树群15个178棵，其中一级古树22棵、二级
60棵、三级248棵，这些古树均已得到保护。

商南撑起古树名木“保护伞”

好气候让洛南核桃好气候让洛南核桃““身价身价
倍增倍增””，，促使群众稳步增收促使群众稳步增收。。（（资资
料图片料图片））

过风楼镇耀岭河村的桦栎树过风楼镇耀岭河村的桦栎树，，树龄树龄320320年年，，是二级保护古树是二级保护古树。。

洛南红仁核桃基地洛南红仁核桃基地（（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报讯 （记者 张 矛）近期，镇安县高峰镇
营胜村的五味子种植基地迎来了丰收期，山林、田
间、地头、房前屋后，五味子藤蔓郁郁葱葱，一串串
颗粒饱满的“红色宝石”挂满枝头，长势喜人。

据了解，营胜村原属于矿产资源开发遗弃区，
前些年观念落后，固守传统耕作方式，仅仅依靠种
植 玉 米 、大 豆 等 传 统 经 济 作 物 生 活 ，收 入 微 薄 ，随
着矿产资源的枯竭，成了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五 味 子 是 多 年 生 落 叶 木 质 藤 本 植 物 ，果 实 呈
不 规 则 球 形 或 扁 球 形 ，有 光 泽 ，种 皮 薄 而 脆 ，药 用
价 值 很 高 ，具 有 敛 肺 止 咳 、生 津 止 渴 、补 肾 安 神 的
作 用 。 近 年 来 ，该 村 发 现 五 味 子 喜 欢 温 暖 湿 润 气
候 ，适 应 性 很 强 ，对 土 壤 要 求 不 高 ，便 适 时 转 换 观
念，将五味子种植作为本村大力发展的特色产业。

红 彤 彤 的 果 子 散 发 出 幸 福 的 味 道 ，丰 产 又 增
收 的 五 味 子 极 大 提 高 了 营 胜 村 村 民 的 种 植 热 情 。
截 至 目 前 ，营 胜 村 包 括 野 生 保 护 、个 人 种 植 、集 体
种植五味子超 1600 亩。其中，发现并保护集中连
片野生五味子超 1000 亩；种植大户带头整合零散
地 块 ，在 原 本 荒 废 的 沟 边 、田 边 、路 边 、房 边 、山 边
种 植 五 味 子 500 余 亩 ；村 集 体 流 转 边 坡 、撂 荒 地
130 亩 ，建 设 五 味 子 育 苗 基 地 50 亩 、种 植 基 地 80
亩 。 村 上 还 在 种 植 的 基 础 上 研 发 五 味 子 养 生 酒 、
五 味 子 果 茶 等 ；在 五 味 子 基 地 林 下 套 种 魔 芋 、玉
米、淫羊藿等经济作物超 800 亩。

据村党支部书记樊小琴介绍，村集体目前与 2
家企业达成五味子中药材、五味子种苗销售协议，
今 年 新 增 30 户 200 亩 五 味 子 种 植 户 ，通 过 电 商 直
播 销 售 五 味 子 鲜 果 、当 地 农 副 产 品 已 超 50 万 元 。
下 一 步 ，村 上 将 按 照 做 强 一 产 、做 精 二 产 、三 产 融
合 发 展 思 路 ，立 足 实 际 ，以 五 味 子 产 业 为 本 ，持 续
在 扩 规 模 、提 品 质 、延 链 条 上 下 功 夫 ，用 五 味 子 串
起景美、村强、民富新图景。

绿藤上结出绿藤上结出““金串串金串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