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王孝孝文文在在河河边边捡捡拾拾垃垃圾圾

1 “生态优先”战略让护水之路行稳致远

2 “全民治水”思路让护水行动更加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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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绿色发展”理念让护水征程凸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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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阳县域纵横

永续北上，成为旬阳儿女的担当。 因水而兴，因水而富成为旬
阳破解发展困境的必由之路。

据生态环境局数据显示：旬阳累计淘汰关闭退出落后企业 30
余家，规范运营污水处理厂 5 座、垃圾处理场 8 座，实施了城区及
19 个镇集中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 治理小流域 2 处 35.93 平
方公里，绿化河岸 130 余公里、栽植树木 25 万株，确保“一泓清水
永续北上”。

一边是企业关停带来的经济下行， 一边是生态修复高额的财
政支出，怎么平衡？ 旬阳市长罗本军说出了他的思路：企业由传统
向高新转型，生态由产值向价值转换，让生态赋能，实现绿色发展。

一场改革在旬阳大地展开：锌达公司因环保问题被关停后，宏
德水泥公司利用厂地优势投资建设无机透水砖等新材料产品；科
威公司停产， 高新区转让了该土地后招商建设的年产 2 万锭纺织
纺纱项目已正式投产；健兴魔芋停后，该厂区已有高热基新能源项
目入驻；旬阳烟厂投资 14 亿元进行扩建和技术改造，实现了智能
工厂、智能车间、智能产线；尧柏公司投资 4000 万元开展脱硝脱硫
技术改造后被评为省级绿色工厂……

从高耗能的一矿独大到四大主导产业，一路走来，旬阳工业始
终狠抓“调结构、促转型”不动摇，围绕新型材料、装备制造、富硒食
品、生物医药四大主导产业，做精新材料产业、做强装备制造产业、
做特富硒食品产业、做深生物医药产业，打造 4 个百亿产业集群。
实施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电商换市和培育名企、名家、名品“三换
三名”工程，加快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应用，支持增品种、提品
质、创品牌“三新三品”活动，真正在“腾笼换鸟”中实现“复活重生、
脱胎换骨”。

仅 2022 年 ，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5.6%； 财政总收入
24.53 亿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核稳居全省 A 类。

工业高新化让 GDP 增绿，农业工业化成为旬阳破解发展困境

的不二抉择。 如何让绿水青山既有“颜值”更有“价值”？
眼下，旬阳 40 万亩拐枣花开正艳。 关口镇江北村村民陈琳期

待今年有个好收成。 “我家种植拐枣 10 余亩，每亩大概在 3000 斤
左右，售价在一块五一斤，这样下来一年收入近 5 万元。”为了实现
农业产业化，旬阳市力培育拐枣产业，目前已建成拐枣产业千亩示
范村 30 个、万亩示范镇 20 个，鲜拐枣年产量 10.5 万吨，占全国总
产量 80%以上，是全国名副其实的拐枣之乡，加大研发拐枣醋、拐
枣饮料、拐枣酒等产品，使本来不大为外人所知的小拐枣做成了集
“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生态创优” 的大产业。

在段家河镇薛家湾村， 党委书记徐先宏算了一笔账：“今年
3000 亩的樱桃园区实现丰产 140 万斤,年产值 300 万元以上，零散
销售带动农民人均收入增长 5000 元以上，樱桃深加工产品带动上
百人用工，吸引上万人前来，实现上千万产值。 ”

而距离旬阳最远的仁河口镇水泉坪， 因为绝美的油菜花和稻
花香，成功打造了 3A 景区。 “五一”油菜花节带来可观收入后，菜
油迎来了销售旺季，眼下，只等“十一”稻花飘香，期待再次鼓起农
民的钱袋子。“村民尝到甜头后，继续打造旅游景点，我们在种地中
实现了产业和旅游双收入。 ”村支部书记王继华说。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旬阳整合资源、打造生态
品牌，推进文旅、农旅、工旅融合发展，2022 年旅游接待人数 305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5 亿元。 旬阳已创建并获命名省级以
上生态文明镇 14 个，市、县级生态文明镇 21 个、生态村 231 个。打
造特色林果示范基地 28 个 5 万亩，40 万亩拐枣、8 万亩烤烟、7 万
亩中药材、10 万亩魔芋产业成型，建成省级农业园区 4 个，市级农
业园区 5 个，县级农业园区 30 余个，实施项目 30 余个，培育规模
以上特色生物企业 8 个，走出一条园区承载、基地带动、产业聚集
的特色生态农业发展之路。

头枕秦岭，脚蹬巴山，环抱汉江，背依旬河。 被誉为中华太极城的旬阳市就这样“安”在青山绿水之中。
800 里旬河从秦岭蜿蜒而来，84 公里汉江裹挟激情奔腾而去。 蜀河和坝河点缀在群山之间，196 条河流构建
起旬阳血脉。

作为陕南唯一县级市、南水北调重要水源涵养区的旬阳，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是责任担当，更是神
圣使命。 “在多年实践中，旬阳坚持绿色升级主线，实施生态优先、工业强市、三农强基、兴文强旅四大战略，
县域经济实现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经济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显著提升，获评全省生态建设强县、践行新
发展理念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十强县，实现了“熊”和“鱼掌”兼得的良好局面。 ”旬阳市委书记陈红星如是说。

2005 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启动，到 2014 年 12 月 12 日，南
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一江碧水千里北上。 为了守护清
流，旬阳十年如一日，始终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县域经济社会发
展，坚持“生态立县”战略不动摇，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走循环经济发展道路，促进全县生态建设突破发展。

2021 年，旬阳实现撤县设市，旬阳市委、市政府跳出“秦巴山
洼”，站在“秦岭之巅”，聚焦由县向市发展方位，提出实施生态优
先、工业强市、三农强基、兴文强旅“四大战略”，加快建设“一强五
好”社会主义现代化陕西强市。 全市上下达成共识：生态文明，方

能赢得未来。 忠实履行“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的政治责任，深入推
进“护山、治水、育林、养田、蓄湖”一体化治理，构建生态布局科
学、生态产业优质、生态环境优美、生态文化先进、生态机制完备
的“五位一体”基本框架，奋力建设自然秀美、人文优美、发展壮
美、社会和美的大美旬阳。

二十年呵护，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仅 2022 年空气优良天数
354 天，较 2021 年增长 9 天，汉江出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国家
水环境Ⅱ类标准，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 100%。

“吕河岸边王孝文，蜀河水上朱先萍。 ”这是旬阳护水的先进
典型。 志愿者朱先萍、王孝文先后被国家表彰为“巾帼护河卫士”
和“十大最美河湖卫士”，在朱先萍的带领下，双河镇女子护河队
事迹入选全国推行河湖长制典型案例。 像这样的志愿者服务队，
旬阳有 38 支 2 万余人。

一边是民间志愿者服务队的加持， 一边需要建立长效的机
制。

在小河镇，既是镇长又是乾佑河河长的余冉介绍道：“我们对
全镇大大小小 13 条河道开展了全面排查整治， 及时清除河道垃
圾，治理沿河直排污水，联合派出所严查各类涉河违法案件，还将
河段管理责任人姓名和电话进行公示，接受群众公开监督举报。 ”

在棕溪镇，我们遇到了手拿长杆网兜正在打捞河道杂物的社
区“河长”陈波。 沿街河长约 2000 米，他每天都沿着河岸走好几
趟。 “我是社区落实河长制以来的第一位河长，专门负责这条河的
清理管护工作，河长、护河员每天都要巡查，河道干净了，水也清
了，我们和津京朋友同饮这一河清水呢! ”陈波说道。

旬阳有丰富的水资源， 列入河湖长制管理机制的河流共 101
条，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涵养面积最大、保护责任最重的地区
之一。 旬阳市把河湖长制列为“一把手”工程，采取“治河、养河、护
河”三策并举。 完善河湖名录，完成河湖划界，编制“一河一策”方
案，不断拓展与延伸“河长制、河长治”的内涵与外延，河湖环境和
水质持续向好。

据旬阳市水利局局长、 河长制办公室主任王明柱介绍：“目
前，旬阳河长制现有成员单位二十三个，水利局承担水资源保护，
环保局承担水污染防治和水质监测， 住建局承担城镇污水处理，
农业局承担农业污染面源治理和十年禁捕，林业局用林长制承担
护林涵绿，实现了多龙治水。 ”

在旬阳可以看到，河湖长制、林长制、环境监管“网络化”管理
模式深入实施，“全面覆盖、层层履职、网格到底、责任到人”的监
管体系和“党委政府主导、环保居中协调、部门各负其责、群众广
泛参与、社会各界监督”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加快构建，生态环境
保护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制度保障更加全面有力。

汉汉江江边边的的美美丽丽风风景景

志志愿愿者者正正在在开开展展护护河河工工作作

朱朱先先萍萍（（前前））带带领领的的““女女子子义义务务护护河河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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