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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太白，红叶

满山, 苍松遮目。行走

其间, 仿佛置身于一幅

水彩画中，醉人心脾。

黄柏塬的溪流边、

山脚下，金丝猴、大熊猫

在嬉戏；鳌山顶的积雪，

述说着“十里不同天”的

神奇 ；奔流的石头河、

湑水河水，一路浪花一

路“歌”……

依偎在大山的怀

抱，太白人的生产生活

与秦岭息息相关。种上

高山蔬菜，养起冷水鱼，

做大做强高山滑雪……

太白县依托大自然的馈

赠大力发展绿色产业，

当地群众生活如芝麻开

花节节高，幸福感倍增。

大秦岭无私地养

育了太白人，一代代太

白人也悉心守护着巍巍

秦岭，用实际行动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

近年来，太白县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深入践行

“两山”理念，大力实施

“生态立县、特色富民”

战略，依托独特区位优

势和绿色资源禀赋，将

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

发展、产业转型、社会事

业、乡村振兴全过程，共

抓大保护、协同抓发展，

探索走出了一条生态助

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太白路径。

全力                 这方水土 
——太白县持之以恒保护秦岭生态环境综述 

■海欣 

呵护好  

湑水两岸

青峰红叶衙岭花海

水墨云岭

厚植底蕴 
人与山的守护之道

太白县地跨长江、黄河两

大流域，境内有石头河、红岩

河等五大河流，绿色植被覆盖

率95%，森林覆盖率93.36%；

野生珍稀动物 57种、珍稀植

物 1700 余种……这个被誉为

“秦岭里的香格里拉”的山城，

是全球同纬度生态最完好的

地区之一。

与这方美景相得益彰的

是太白人在高质量发展中狠抓

生态保护，坚定不移践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

正如太白县委书记刘俊霞

所说：“太白县要牢记‘国之大

者’，全县要按照‘生态为基、产

业为要、融合为径、富民为本’的

发展思路，坚决履行秦岭生态保

护政治责任，建立开发与保护相

适应的制度体系，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沙系统治理，将太白县打造

成全市生态文明新高地。”

近年来，太白县认真贯彻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

例》，深刻汲取秦岭违建别墅

问题教训，坚持“逢会必讲保

护、发展必抓保护”，在重大决

策、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方

面算大账、长远账、综合账，不

折不扣落实中央和省市各项

决策部署。

太白县专门成立县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加强专

项考核，倒逼全县各级坚决扛

牢保护责任。同时，县上组织开

展“一法一条例”六进宣传活

动，引导全社会关心秦岭、保护

生态，当好秦岭生态卫士。

县域发展靠经济，而经济

发展的前提是保护。在太白县，

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

价是所有人的共识。

“我们铁腕推进综合治

理，狠抓秦岭‘五乱’问题整治，

紧盯生态环境保护问

题，县委、县政府

主要领导带

头包抓、专

班推进、加快整

改，有力有效保护了秦

岭生态环境。”县发改局局长、

县秦岭办主任柏建雄如是说。

做好生态环境保护，落脚

点在监管。太白县在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中，积极完善监管体系，

通过高标准完成“三区三线”划

定，从严执行秦岭保护区产业准

入清单和负面清单，建设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可视化视频监管

系统等一系列措施，建立了“县、

镇、村、组、管护点”五级管理体

系，将制度延伸到“神经末梢”，

确保监管到人、措施到位。

太白人在与大秦岭相依

相伴、相辅相成、相互守护中

大步向前！

点绿成金  
人与山的发展之路

太白人在高质量发展中

懂得取舍，在取舍有度间，走好

发展之路。       

舍，舍掉的是乱搭乱建、

污染环境等做法；取，则是依

托太白长冬无夏、春秋相连的

气候，保护满目苍翠的景色，

发展适宜的高山蔬菜、蓝莓、

冷水鱼等种植养殖业，点绿成

金，探索走出了一条绿色可持

续发展之路。

太白县县长张俊峰表示：

“太白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

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加快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

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相互促进、相得

益彰、协调发展。”

面对保护与开发的关系，

太白人在取舍之间，实现了高

质量发展。

让生态优势为高山农业

赋能增势，将产业之根牢牢扎

进农户。农业作为绿色产业的

“排头兵”，已被太白县确定为

支柱产业之一。“我们结合县域

实际，大力构建‘蔬菜+特色+

林下’的产业发展梯队，为农民

多元化、复合式增收搭建起多

条保障线。”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马拴林说。

高山蔬菜是太白县域经

济中的金字招牌，每年到了蔬

菜收获季，地边停满车辆，菜一

出地头，就被运往粤港澳大湾

区以及西安、上海、厦门、福州、

长沙等地市场。仅种植高山蔬

菜一项，就为太白农民人均创

收8900元。

咀头镇塘口村的杨军明

把13亩地流转给当地的绿蕾

现代农业园区，一年有 13000

元收益，同时他在园区担任技

术员，每个月还能收入 4000

多元。“园区发展就是‘抱团取

暖’。我是打工顾家两不误，今

年半年多时间就收入 2万多

元。”杨军明笑着说。

在太白，杨军明的“发家

史”不是个例，该县有 4万农

民，人均种植蔬菜 2.5 亩，亩

均效益 3000—4000 元，目前

已形成了 86%的耕地种植蔬

菜、85% 的群众从事蔬菜生

产、73% 的农民收入来自于

蔬菜的增收格局。

“除了种植高山蔬菜，我们

还建成蓝莓、树莓等莓类育苗

基地近1500亩，带动全县发展

莓类3000余亩，亩均收入达1

万元以上。”太白县相关负责同

志介绍，县上还建成全球单体

最大冰酒“户太”冰葡萄种植基

地1230亩，建成以平菇、香菇、

赤松茸等为主的食用菌生产基

地5个，扶持发展中蜂养殖户

1100余户，养殖以金鳟、虹鳟、

中华鲟为主的冷水鱼50万尾，

秦岭细鳞鲑1万尾，特色产业

实现多元化发展。

此外，林下经济也是太白

县在绿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按照“林上采、林中养、林

下种、林间游”的发展思路，该

县发展核桃、山茱萸、花椒、板

栗等干杂果12万亩，养殖土鸡、

土猪产值达865万元，林麝存栏

近2000头，全县中药材种植面

积5.03万亩。如今，太白县农业

产业发展可以说镇镇有特色、

户户有门路、人人有收益。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太白

县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

展并重，好生态与好经济同行，

在取舍之间，努力实现着还秦

岭宁静和谐美丽的诺言。

和谐包容
人与山的相处之法

山养育人，人呵护山。加强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让人与山

的相处更加和谐，好生态也给

山里人带来好光景。

炎炎夏日，走进咀头镇白

云村，鲜花装点乡间小道，绿树

掩映红瓦白墙，油用牡丹示范

园鲜花盛开，赤松茸、黑皮鸡枞

菌生产大棚一座连着一座，慕

名来这里游玩的游客也是一拨

接一拨。

特别是国庆节当天才开

业的“里想森林”民宿小院，吸

引了众多游客专程来此体验生

活如诗、家园如画、田园如歌的

山村生活。

“开业仅8天，营业额就达

4万多元，在以往想都不敢想，

这都是县上打造全域旅游给群

众带来的福利！”“里想森林”民

宿小院负责人介绍说。

像白云村这样走绿色发

展、乡村旅游之路的例子，在太

白县比比皆是。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把钱挣，还不耽误务农，生

活质量越来越高。

近年来，太白县按照“全

域景区化”发展思路，探索出一

条“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新路

子。今年前9个月，全县累计接

待游客166.44万人次，实现旅

游总收入7.93 亿元。

春看百花夏纳凉，秋日红

叶久经霜。谁说美景只能看三

季？对发展“生态+旅游”产业

的太白来说，每季有景，一年可

游。在太白，冬日的皑皑白雪也

是别样的风光和旅游兴奋点，

成了高质量发展之路上的“定

海神针”。

近年来，太白县积极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冰天雪地也是

金山银山”的重要论述精神，深

挖气候冷凉、降雪期长、雪量充

沛、雪质优良的生态潜能，纵深

发展“冰雪+”产业，全力打造

集冰雪旅游、运动休闲、产业服

务于一体的高品质“白色经济

圈”，推动“冷资源”变成了“热

经济”。

鳌山滑雪场自 2016 年

开园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近

120万人次，实现收入3亿元，

辐射带动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4.1亿元，为周边农户提供长

期就业岗位500余个，月均收

入3000元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鳌山

滑雪度假区的建成，太白县域

内酒店、餐饮、商贸等第三产业

实现了全年火爆。该县还依托

鳌山滑雪场，引进民宿旅游企

业先后建成庐里、见山、万疏山

谷、梅林山居等一批特色民宿，

并通过三产融合发展，将群众

牢牢嵌入发展产业链。

咀头镇塘口村村民卢宝

太一家就是冰雪旅游的受益

者。他们家多年前搬到县城居

住，村里的老宅院闲置下来。如

今，老宅改造成“庐里”民宿，卢

宝太妻子参与民宿的经营管

理，年收入10余万元。

如今，太白县以冰雪游为

契机，形成县城周边避暑游，白

云村、七里川村赏花游，塘口村

精品民宿体验游，高龙村休闲

养生游，马耳山村民俗文化游，

桃川镇果蔬采摘游以及黄柏塬

原生态风情自驾游等多条乡村

旅游线路，推动“全域全季全时

旅游”发展。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

人。在这个“春有百花秋有月，夏

有凉风冬有雪”的好地方，高质

量发展之路必定在生态，必须是

旅游。太白人在坚定不移走好绿

色发展之路的同时，也心无旁骛

当好守护绿水青山的生态卫士，

呵护好了这一方水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