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2023 年 11 月 13 日 责任编辑 陈楚珺 邮箱 ａｋｊｊｔｋ @１６３．ｃｏｍ 热线电话 0915-3268512

总第886期

经济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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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而来的浓浓绿意。
依山而建的村落 ，仿

佛是自然的一部分， 与青山
绿树溪水融为一体， 透出勃勃

生机。
蓝天、白云、绿林、村庄装扮出

的秦岭，五彩斑斓，巍峨壮观……
一幅盛世美景在这里徐徐展开！

说宁陕，就不能只说宁陕，要说它雄
浑的大山、幽深的密林和静谧的土地。 在这

里，眼睛里充盈的只有绿色。
早在 2003 年， 全国森林覆盖率平均值是

16.55%，陕西省为 28.74%，而宁陕县达到 71.8%。
20 年过去，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4.02%，陕西省

为 43.1%，宁陕县则是 96.24%。
数字在变， 唯一不变的是宁陕县所处的位置始

终排在全国前列。 如今，宁陕的森林覆盖率更是位居
全国第一。

如何从生态修复走向多样性保护？ 如何从生态优
势走向创新变现？ 如何从生态环境走向产业发展？

金秋时节，记者走进宁陕、走进秦岭、走进山林……

增绿生态空间，既有当务之急也有长久之计

清晨，雾气“盖”在半山腰，浓得化不开，露水如雨滴
一般从树叶滴滴答答落在地面。

53 岁的程言华走出家门，开始他一天的巡护工作。
和往常一样，顺着南京沟，他要把山、路、河道都走一遍，
这也是他担任皇冠镇南京坪村生态网格员 3 年来的“必
修课”。

和程言华一样，梅子镇生凤村生态护林员王汝华每
次巡山，都要和山林拍下合影照片。 这些都是她的工作
需要，她将照片上传到“全国生态护林员联动管理系统”
生态护林员巡护 APP，记录每一天的巡护足迹。

通过利用 “互联网+”智慧生态建设 ，宁陕构建了
“智慧林业”生态护林员管理系统和护林员巡山 APP，对
护林员巡山轨迹实时动态监管，并开通了在线视频通话
等功能，让护林员随时向后台报告巡护情况，实现对护
林员的分散管理。

宁陕还率先在全省建立了“国土、林业、水利、环保”
四位一体的县镇村三级生态环保网格管理工作体系，组
建护林员、护河员、生态网格员专业环境保护队伍，全县
山林被分为 1100 个网格，1400 余名群众参与其中。

城关镇月河村生态护林员莫汝琴也是 1400 余名专
业环境保护队伍中的一员， 每次在自己的工作区域内，
她都会认真仔细地巡视，越是气候干燥，山林进入防火
期，她就巡视得更加认真，确保“寸寸土地有人管、条条
河流有人看”。

把生态底子做厚实，对于宁陕县来说，既是着眼于
当前也是为未来发展储备。 为此，林长制被放在一个重
要位置，形成抓手。

宁陕建立了“林长、警长、检察长三长治林，县、镇、
村三网管林，大数据、无人机、智能监控三技护林”的工
作模式，通过制定印发林长制会议、督办、考核、信息公
开、单位协作、资源监管评价和巡查等 7 项办法，全县在
11 个镇的人口密集区、 重要林区设置 100 个智能监控
摄像头，设立秦岭保护界桩 300 个、带摄像头的标牌 24
个，对森林防火、林政管理、森林病虫害等情况实时监
管，实现了监管全覆盖、无死角的智能巡林系统。

同时，县委、县政府积极推进退耕还林、封山育林等
森林生态修复工程，对水源地、重要生态功能区等重点
区域封禁、绿化，累计退耕还林 11.26 万亩、人工造林 32
万亩、森林封育 50 万亩，森林覆盖率从实施天保工程前
的 71.8%提高到目前的 96.24%，位居全省、全国第一，净
增森林面积 98 万亩，成为全国最绿的县。负氧离子含量
高达 4402 个每立方厘米， 被中国气象服务协会评定为
“中国天然氧吧”，成功创建“省级森林城市”。

在野生动植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 大熊
猫、羚牛、金丝猴、朱鹮等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增
长， 野外可监测朱鹮由 2007 年放飞时的 26 只增长至
400 余只。

“人退绿进”的进程中，宁陕县在陕西省首先实现了
“无山不绿、无景不秀”的生态空间颜值达峰目标。

环境好了，老百姓开心了。

调整发展思路，把生态资源变为经济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宁陕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以森林木
质化利用为主的“木头经济”时代、以矿产开采加工为主
的“石头经济”时代，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给当地生态
环境保护带来了许多挑战和新的思考。

如何适应发展？ 如何满足更高需求？
为此，宁陕县委、县政府坚持生态立县发展战略，把

保护生态放在优先地位。按照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
思路，积极探索生态转换机制，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
银山”转化通道，走出了一条山清水秀、林美人富的高质
量发展之路。

思路如此一转，林业资源变成源源不竭的“宝库”。
2022 年， 宁陕县与深圳南泥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签订了林业碳汇开发合作协议，完成 100 万元的林业碳
汇交易，该合同碳减排量林地为上坝河森林公园 334.77
公顷人工林、交易周期 4 年、交易减排量 2.5 万吨。 这也
是秦岭区域和西北地区第一例。

今年 5 月 26 日， 宁陕县再次与南泥湾实业公司签
订 500 万元的林业碳汇自愿减排项目合同，与延长石油
售电公司签订 100 万元的双储林场林业碳汇自愿减排
项目收储协议。

签约标志着宁陕积极探索“林海”变“碳库”的生态
价值转换之路越走越宽，生态资源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
正在加速释放。

事实证明，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就等于拥有了源
源不断的“金山银山”。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宁陕县不但因地制宜，还要做优做精。
随着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战略性作用逐步显

现，大力发展林业碳汇事业已成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
重要途径。 宁陕县紧跟时代步伐，率先开展林业碳汇研
究和招商工作。 加快推进“双储林场”项目建设，目前正
在推进的首个项目建设规模 5 万亩、 总投资 5 亿元的
“双储林场”国家储备林，有效拓展了“两山”转化途径，
实现了“储林”“储碳”双储备目标。

素有“秦岭之心”美誉的宁陕，森林面积 530 万亩、
人均 76 亩，是全国人均水平的 32 倍。 宁陕森林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总价值达到 130 亿元， 其中森林固碳总量
114 万吨，林业碳汇年交易价值 0.55 亿元，林业碳汇潜
力巨大、前景广阔。

同时，持续释放生态价值，不断深化生态资源产权
制度改革，完成国家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验区试点和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创新探索了公益林股份经营、公
益林预收益贷款、林权贷款“直通车”、林权“三权”分置、
林业碳汇、“两山银行”等全省全市首创性改革。

宁陕县成立“两山”公司，通过规模化收储、专业化
整合，将农用地、闲置农房、水域、森林等“沉睡”的生态
资源盘活，让越来越多的群众享受到生态红利，实现了
“存入绿水青山，取出金山银山”的转变。

坚持生态与发展相融，宁陕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生态
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和绿色发展新路。

宁陕县也从优势中找到了强势， 在与市场的对接
中，开阔了视野，拓展了产业的宽度。

拓展生态产品，对产业升级提出更高要求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生态建设的不断提升，带动
宁陕生态经济井喷般发展。群众真正尝到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甜头！

宁陕实施产业振兴 “十百千”（重点培育 10 个龙头
企业、100 个农业园区、1000 名产业大户）工程，壮大“菌
药果畜”主导产业，推进“企业+基地+农户”和“典型大
户示范带动”等现代林业发展模式，探索出了“林药蜂”
“林芋蜂”“林菌药”“林畜沼”等生产模式，实现了资源利
用最大化，做优产业品牌。

发展产业的真正目的，是让农民在产业化过程中能
得到更多的收益。而要做到这一切，就要让农民融进来。

为此，宁陕建成核桃良种繁育示范园 2 个，核桃标
准化示范园 6 个，核桃板栗科技示范点各 1 处，林下经
济示范基地 13 个、林果业龙头企业 9 个、涉林果产业园
区（合作社）109 家，生态农林产业覆盖面在 75%以上，农
民从事生态农林产业实现年人均增收 2650 元。

绿色产业发展热潮，催生了产业升级的探索。
依托林下产业资源，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延伸产业

链条。目前宁陕县已建设生物医药、食用菌、林果等 6 条
产业链，建成核桃、板栗、蜂蜜、五味子 4 条深加工生产
线。

积极组织申报保健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
有机食品等标志认证。 宁陕被命名为全国首家“优质成
熟蜜生产基地”和“中国蜂蜜提质工程示范县”，宁陕核
桃、香菇荣获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培育规模以上农林产
品加工企业 7 家，不断提高宁陕林下产品知名度。

四亩地镇荣庚林麝养殖公司以循环农业为发展方
向，园区内养林麝、养大鲵、种林果、种药材、养中蜂，实
现饲料、肥料循环利用，成为“全国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入选“全国林业资源综合利用典型案例”。

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立足资源富集、绿色、持续的
独特优势，宁陕正在致力于将绿色价值、生态价值转化
为经济价值，林下产业融合也迎来了蓬勃发展。

林下经济产业从林下种养业逐渐拓展到森林景观
利用方面，林下经济产业的结构进一步优化。 依托林下
产业基地， 打造研学游精品路线， 累计投入项目资金
100 万元， 打造寨沟朱鹮教育科普基地-红豆杉种苗繁
育基地-林下中药材研学基地精品研学线路。 依托朱鹮
基地，布置研学活动室、朱鹮标本及相关文创产品，营造
浓厚的朱鹮文化氛围，年接待游客、研学人数达 1 万人
次。

与此同时，宁陕举全县之力发展生态旅游，招商引
资 28 家企业、开发生态旅游项目 38 个、总投资 200 多
亿元，建成筒车湾国家 4A 级景区、秦岭峡谷乐园国家
3A 级景区和上坝河、悠然山省级旅游度假区，建成运营
守拙园、花栖玥苍山、鹿柴山集等 13 个精品民宿。 今年
以来，全县旅游接待人数 255.8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 9.35 亿元， 与 2022 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43.6%、
38.7%。 先后荣获陕西省旅游强县、全域旅游示范县等荣
誉称号，入围“2022 健康中国·康养旅游百强县”，生态
旅游成为宁陕绿色崛起的支柱产业。

截至 2022 年底， 宁陕林业综合产值达到 16.71 亿
元，林下经济（含森林旅游）收入占农民收入比重 75%，
林业产业价值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战略核心
地位进一步显现。

行走宁陕大地，从一个山村到另一个山村，从一个
乡镇到另一个乡镇，我们欣喜地看到，林业生态产品已
为宁陕蓄足了动能， 勃发之势正在从秦岭山中蒸腾而
上。

①宁陕县通过对闲置房屋流转，改
造成精品民宿，推动生态旅游产业发展。

②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宁陕推出“研
学游”精品线路，受到学生欢迎。

杜敏 摄
③宁陕县积极推进“林长+警长”机

制，加强生态资源保护。
阮仕喜 摄

④该县抓好“宁陕香菇”为代表的食
用菌产业，稳定扩大种植面积，带动群众
增收。

继继首首次次卖卖““碳碳””后后，，22002233 年年 55 月月 2233 日日，，宁宁陕陕县县又又实实现现卖卖““碳碳””550000 万万元元。。

①①

④④

③③

②②

杨杨宁宁 摄摄

王王先先林林 摄摄

郑嫚 刘顺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