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他乡挺好的”
通讯员 谭海波 李兵 程志林

（上接一版）朱鹮 20 只。 为确保朱鹮野化放飞，
宁陕县林业局从省野生动物抢救饲养中心聘请
朱鹮技术员一名， 抽调四名林业技术人员饲养
朱鹮，实行轮流值班，对朱鹮进行昼夜监控，观
察记录，定时投放泥鳅，抽调专车一辆保证朱鹮

的后勤供应， 直到朱鹮在宁陕野化放飞基地活
动、觅食、夜宿正常，逐渐适应环境。

2007 年 5 月 31 日，中国陕西朱鹮野化放飞
仪式正式在宁陕县寨沟村举行。 中省领导出席
了放飞仪式，并打开鸟笼，一起放飞了 20 只朱

鹮，随后，放飞基地的技术人员、宁陕县的群众
代表和学生代表又放飞 6 只。 随着放飞的朱鹮
翱翔蓝天， 标志着朱鹮保护由单纯的人工抢救
开始转向回归自然的新阶段， 朱鹮抢救保护的
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现在基本上天天都能看到朱鹮，感到很自
豪。 ”家住宁陕县城的庞昌盛面对采访时一脸自
豪地说到。 而这正得益于宁陕对生态的保护和
朱鹮保护的宣传。

为了给朱鹮创造良好的野外繁育环境，宁
陕县不断加强自然资源的保护力度， 牢固树立
生态优先、环境友好、节约集约的发展意识，严
格执行《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全面整改生
态环保问题，巩固整治成效。 持续开展秦岭“五
乱”整治，提升网格化监管成效。 落实河长责任
制，完成河道划界，全域禁渔禁捕，加强污水处
理运营监管，确保监测断面水质稳定达标。大力
开展蓝天保卫专项行动，治理建筑施工扬尘，开
展散煤、餐饮油烟、烟花爆竹燃放整治，禁烧垃
圾，推进秸秆综合利用。

该县创新推行林长制， 完善森林资源监管
模式，建成了县、镇、村三级管护网络，建立了森
林资源网格化监管平台 ， 将全县森林划分为
1100 个网格， 每个网格各落实 1 名生态或天保
护林员负责森林资源管护，网格员、管理员可通
过手机或电脑实时上传、查看有关信息，实现了
全县森林资源监测大格局、全时段、全覆盖。 全
面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大力实施造林绿化、天然
林保护、退耕还林工程，森林资源进一步得到了
有效保护。

该县还加大朱鹮保护的宣传， 为朱鹮营造
良好的生存环境。2016 年，一名群众在长安河县
医院段发现一只朱鹮受伤了， 马上给管理站打
电话，经工作人员仔细检查，发现是朱鹮的左翅
受伤了，在确诊伤情后，工作人员将朱鹮带回基

地进行救治。
宁陕县大力推行有机水稻种植、 改善县域

内河流水质等一系列措施， 确保县域内朱鹮种
群健康繁衍。 2008 年， 有 2 对朱鹮组建了 “家
庭”，繁育 4 只朱鹮，出飞 3 只，成为全球首例异
地野化放飞的子一代朱鹮，2010 年又成功繁育
3 只子二代朱鹮。 15 年来，宁陕县的朱鹮种群不
断壮大，并扩展到周边市县。

宁陕县朱鹮野化放飞基地管理站站长李
夏介绍说 ：“现在宁陕野生朱鹮种群数量已达
300 只左右 ，而且分布范围也越来越大 ，扩展
到周边的石泉 、汉阴 、佛坪 、洋县 ，最北到镇
安 。 ”从野外朱鹮筑巢和繁育逐年增加 ，以及
朱鹮范围的扩大等情况来看 ， 宁陕已成为朱
鹮的“栖息乐园”了。

山乡已经成为朱鹮乐园

“表面上看我们保护了朱鹮，实质上朱鹮给
了我们更多的回报，全程无公害种植，虽然产量
有所影响，但我们的生态价值提高了，而且朱鹮
得到了保护，产品价值也跟着提高了。 ”宁陕县
绿宝生态农业合作社副理事左弟兵说。

宁陕县绿宝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十分看好
寨沟村的生态环境，将该村土地全部流转，种植
水稻，所生产的大米在“朱鹮稻米”的品牌加持
下，产品畅销全国。

而在 2007 年之前， 与其他山区县一样 ,宁
陕也曾走过“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发展道路。
在认识到对生态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只能带来恶
果，绿水青山才是正确的发展后，宁陕县确立了
“生态立县、文旅兴县、产业富民”的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也从以前的“木头经济”“石头经济”转
向“林下经济”“生态经济”。

该县加强对生态的保护 ， 坚定如铁治理
“五乱”，扎实开展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整治。 完
成秦岭违建、矿山关闭退出等专项整治。 持续
推进“八改四清四化”农村环境提升工程。保护
物种多样性， 高质量建设各类自然保护区、森
林公园、湿地公园。管护天然林 240 万亩，封山
育林 22 万亩， 森林覆盖率年提升 0.4 个百分
点，空气优良天数和出境断面水质连续五年稳
居全国前列。

宁陕县坚持围绕 “菌药果畜” 发展山林经
济，实施产业振兴“十百千”工程，壮大 10 个龙
头企业、 建设提升 100 个农业园区、 培育 1000
户产业示范户， 生态农林产业覆盖面达 75%以
上，建成一批食用菌、板栗核桃等生产基地和专
业示范村。 统筹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坚持
集聚集约发展, 依托宁陕恒口飞地园区和县域

工业园区 ,大力发展食品加工、生物医药、新型
材料、包装饮用水、线束产业 ,培育壮大绿色工
业。

该县坚持全域旅游引领,大力实施“六大工
程”,培育发展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创意农业,大
力发展冰雪运动、山地户外运动、健身养生等体
育旅游,完善旅游产品体系，创建成省级全域旅
游示范区。 重点打造“秦岭人家”和“子午驿站”
乡村旅游品牌 ,形成“畅游绿都宁陕、重游子午
栈道”精品旅游线路 ,提升 “秦岭之心 、绿都宁
陕”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
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国之大者’，
当好秦岭卫士，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在践行‘两山’理论上当示范、立标杆、树
品牌。 ”宁陕县委副书记、县长周锦政表示。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朱鹮与白鹭齐飞，青山共水天一色。 良好的
生态环境不仅为发展生态经济创造了良好条
件， 也为珍稀野生动物野化放归提供了生存环
境，继朱鹮异地野化放飞后，2017 年 6 月 29 日，
世界首次林麝野化放归也在宁陕举行，13 只林
麝被放归山林。

依靠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 宁陕县通过发
展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绿色工业，把生态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在面对工业经济增长乏力、生
态环境保护和新冠肺炎疫情等诸多问题的冲
击，2021 年县域经济全省排名仍前进 11 位，喜
获“争先进位县”。 成绩的背后，是宁陕主动适应
环境条件变化，准确把握产业转型要求，立足生
态定位，把握比较优势，坚定走以绿色转型推动
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必然成果。

2 月 28 日，中共宁陕县委印发了《深入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生态经济引领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的“1 号”文件。

“印发的该意见再次坚定了全县上下绿色
发展的坚强决心和当好秦岭卫士是‘国之大者’
的政治担当、历史担当。 ”广货街镇党委书记李

杉林说。
秦岭自然生态是宁陕最大的资源优势 、

最大的发展潜力 、最重要的民生福祉 、最具竞
争力的战略资源 。 宁陕县继续实施 “生态立
县 、文旅兴县 、产业富民 ”战略 ,协调推进生态
建设和经济发展 ,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
活方式 ,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
社会效益 , 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
造高品质生活。

宁陕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创新驱
动、园地共建”的基本原则,树牢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筑牢生态安全
屏障,切实担负起秦岭生态卫士的神圣使命,让秦
岭天更蓝、山更青、水更绿、景更美。

该县把秦岭国家公园建设作为转型发展重
大契机,主动融入秦岭国家公园建设,以建设“生
态经济先行区、秦岭国家公园门户区、生态价值
转化示范区、‘两山’实践创新引领区”为目标,积
极探索共建共享发展路径和模式。 立足生态功
能区定位和国家秦岭公园区划,优化生态空间布
局,严守生态安全底线,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探索

构建圈层保护发展模式, 分区承载核心保护、研
学科考、康养旅游、传统利用等功能,布局发展休
闲度假、文化体验、生活服务等配套产业,实现自
然资源科学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 兼顾国家公
园、政府、在地居民三个主体,推动建立国家公园
与在地居民保护与发展共建共享机制,同步落实
生态保护与发展责任。

“我们将坚定生态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
目标不动摇，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
神，践行五项要求，再接再厉，奋力谱写追赶超
越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安康市政协副主席、宁
陕县委书记郑红丹如是说。

在全新的“生态经济”时代,宁陕县将加快形
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和生态产品价值转换,让生态优势更好转化为发
展优势、人民群众享受更多生态红利 ,让城乡因
生态而美、产业因生态而兴、群众因生态而富。

15 年朱鹮的保护历程 ， 不仅让宁陕的山
更青水更绿，也加快了宁陕的绿水青山变成“金
山银山”。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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