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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陕县近年来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 积极探索
林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有效路径， 实现了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资源转化、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共进。

强化护林育林造林。编制了国家储备林暨“双储
林场”实施方案，积极推进“双储林场”项目建设，提
升全县森林储碳能力。探索林业改革新路。围绕推进
公益林管理经营机制建设、 林权流转机制和制度建
设等方面大胆探索，开创了一条“生态环境得保护、
农民群众能致富”的林业生态改革新路子。开展森林
价值评估。前瞻性开展森林生态功能价值评估工作，
经测算全县森林生态系统功能总价值 130.54 亿元
(3.94 万元/公顷)，森林固碳测算总量为 114.26 万吨
(3.45 吨/公顷)。探索林业碳汇交易。坚持将林业碳汇
和国土绿化、生态修复、森林资源保护相结合，通过
实施林业碳汇项目，以国家得林木、社会得生态、地
方得投资、企业得效益、农民得收入为目标，探索绿
水青山的“变现”路径。 启动林业碳汇招商，2022 年
发布了全市首个自然保护地林业碳汇项目评估报告
《宁陕县上坝河森林公园林业碳汇项目评估报告》，
并将上坝河森林公园(人工林)作为林业碳汇资产进
行项目试点开发。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依托丰富的林
业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着力打造干果(板栗、核
桃)、森林旅游、林下药材、特种养殖、花卉苗木等五
大林业产业基地。

编者按：
安康市地处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

区、 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水源涵养
区，拥有丰富的生物资源、森林资源和水资
源，是全国最大的天然有机富硒区，这些生
态产品蕴藏着巨大的潜在经济价值。

2020 年 4 月，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安康

考察调研 ，作出 “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
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 又是经济财
富”的科学论断，强调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对于安康而言，探索建立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从根本上破解经
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的突破口，
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维持和谐人地关系、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近年来， 安康市通过积极探索实践，在

全市形成了一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
案例，具有示范推广价值。 本期我们着重介
绍这些实践案例，以期为进一步做好全市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提供经验借鉴与有益
探索。

走走好好生生态态路路 做做活活绿绿文文章章

近年来，平利县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 全力推进茶饮产业率先突破， 取得了丰硕
成果。先后荣获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国茶业
百强县、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全国
两山理论实践创新基地等多项荣誉。 平利县通
过实践探索， 生动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巨大理论力量和实践力量。

抓点示范建园区。 该县落实镇党政主要
领导抓点示范责任，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捆绑
相关涉农项目资金、 引导支农信贷资金及村
集体经济组织资金支持茶饮产业大发展。 壮
大主体强龙头，积极培育国家和省、市级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并通过招商引进和技
术改造等方式，在茶叶基地镇建设秦汉古茶、

黑茶(茯砖茶)、抹茶、绞股蓝精深加工生产线。
实施“品牌强农兴县”战略，努力把秦汉古茶
打造成 “一带一路 ”热门产品 ，把 “平利女娲
茶”“平利绞股蓝”和“金陕红”打造成驰名全
国的畅销产品。 积极对接国内外茶叶市场产
品质量标准，实施茶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工程，
确保产品源头安全。 充分利用各类宣传媒介，
多角度、全方位、系统性宣传平利茶品牌。 搭
建线上线下多元化营销网络， 提高平利茶品
牌市场影响力和占有率。 加强平利茶产业科
技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对秦汉古茶、富硒茯砖
茶和绞股蓝提取的研究，并制定秦汉古茶、富
硒茯砖茶标准。 依托长安硒茶小镇和龙头旅
游新村，大力发展茶乡民宿客栈，深入挖掘平

利茶文化历史典故和故事， 发挥茶文化催化
剂作用，推动茶产业蓬勃发展。

通过一系列举措， 全县茶饮产业基地总
面积达 25 万亩(绞股蓝 5 万亩)，从业人员超
过 8.5 万人。 发展万亩以上茶叶基地镇 8 个、
千亩以上茶叶专业村 60 个，建成省级茶叶现
代农业园区 4 个、 省级标准化茶园 20 个，培
育茶饮业经营主体 250 多家， 其中国家级重
点龙头企业 1 家、省级 14 家、市级 22 家。 目
前， 该县茶饮产业一产产值占全县农业总产
值的 40%,二产产值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的 25%,茶旅融合收入占全县旅游综合收入
的 60%, 茶饮产业成为县域经济重要支撑，全
县基本实现“人均一亩园、户均一万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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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品是指自然生态系统
为经济活动和其他人类活动提供
且被使用的货物与服务贡献，包
括物质供给、 调节服务和文化服
务三类。其中，物质供给是指为人
类提供并被使用的物质产品，如
粮食、油料、蔬菜、水果、木材、水
产品等生物质产品； 调节服务是
指为维持或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提
供的惠益， 如水源涵养、 土壤保
持、防风固沙、 海岸带防护、洪水
调蓄、空气净化、水质净化等；文
化服务是指提高人类生活质量提
供的非物质惠益，如精神享受、灵
感激发、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和美
学体验等。

生态产品具有如下特征：一
是生态产品来自于生态系统，如
来自于森林、草地、湖泊、河流、海
洋等自然生态系统， 或来自于农
田、园地、城市绿地等人工生态系
统； 二是能支撑或改善人们生存
生活的环境条件， 能够增进人类
福祉，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如为
人们提供食物、氧气、水资源、调
节气候、 调蓄洪水， 以及精神健
康、自然教育、生态旅游等生态产
品；三是能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为
工农业生产提供原材料， 或保障
生产活动的正常开展，如水资源、
水电、 木材、 基因资源等生态产
品；四是生态产品多为公共产品，
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如净化
空气环境、调蓄洪水等；五是大多
数生态产品的产量及其经济价值
可以定量化核算， 如生态系统提
供的水资源量、 土壤保持量可以
核算， 并可以进一步借助经济学
和统计学方法用货币值表达价值
量。

汉滨：退耕还林绘就生态富民图

汉滨区坚持把退耕还林项目作为生态富民工程来抓，组
团式建设高品质生态茶园、打造复合型林业园区、推动多产业
“相融相盛”，同步提升生态资源“含绿量”和“含金量”。

旬阳：治污增绿促产业增效

旬阳市将“绿色环境好”作为建设“一强五好”陕西强市的
重要指标，坚持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打好全民管护、“五水
同治”（饮用水源、黑臭水体、工业废水、城镇污水、农村排水）
组合拳，推动青山增绿产业增效，筑牢绿色发展生态屏障。

汉阴：生态博物馆赋彩乡村振兴

汉阴县创新探索凤堰古梯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之路，推
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谐共生，让文物活起来、景
区旺起来、村庄富起来，守住了文化根脉，增值了生态产品。

石泉：石泉十美 念活生态经

石泉县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以全域
生态旅游为抓手，丰富产业形态，打造特色品牌，构建形成了
“一业为主、多业并进”的生态产业体系，推动生态“静”资源，
变成了增值“活”资产。

紫阳：一片茶叶撑起大产业

紫阳县作为全国两大高硒区之一，瞄准富硒茶首位产业，
创新“产旅研学”协同发展模式，把一片小茶叶，做成了一个富
民强县大产业，实现了经济强、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

岚皋：魔芋当家 致富乡亲

岚皋县将魔芋作为群众增收和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坚
持育龙头、建园区、壮规模、强创新，着力构建良种繁育、基地

建设、精深加工、产品销售、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
路径，将魔芋打造成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靓丽名片。

镇坪：生态密码解锁长寿之秘

镇坪县聚力推动中药材首位产业全链融合发展， 找准了
生态致富路径，夯实了生态强县根基。“巴山药乡”品牌既成了
开放招商的“招牌”，也成了绿色发展的“王牌”。

白河：倾力治“磺”还绿水青山

白河县始终牢记“国之大者”，坚决扛起“一泓清水永续北
上”时代大任，科学施策堵矿洞、改土壤、增绿植，倾力治“磺”
还绿水青山，有效推动了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安康高新区：“产城绿”融合打造生态样板

安康高新区聚焦产城绿融合发展， 以公园城市理念推动
森林城市建设，以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绿色发展势能，以科技创
新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已成为引领秦巴区域高质量发展
的创新创业示范区、高新产业聚集区、现代城市样板区。

瀛湖生态旅游区： 铁腕治湖 “瀛”得美丽

瀛湖生态旅游区以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为引领，以
铁腕手段取缔网箱养殖，以融合思维引领多业共荣，以全域理
念打造百里画廊，“美丽山水”催生了“美丽经济”，更好地实现
了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

恒口示范区：千年古镇蝶变田园新城

恒口示范区着力打造秦巴山水田园新城， 加快建设毛绒
玩具文创新都，将自然山水与风土风俗有机结合、将田园康旅
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将城市功能和城市形象有机璧合，以经
济促文旅，以文旅带经济，擘画出“城在园中、园在城中”的美
丽城乡新景象。

链 接 县（市、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概览

（本版图文由市委宣传部、市发改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