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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版

金秋的凤县，层林尽染，万山

红遍。

正当游人沉醉于秋的美景之

际，从“彩云之南”传来佳音：10

月 14 日，凤县被生态环境部授予

第五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荣誉称号。

消息传来，位于秦岭腹地的

凤县全城沸腾。多年来，凤县已先

后荣获国家生态示范区、国家生态

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国

家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县城、“美丽

中国·深呼吸小城高质量发展实验

区”等荣誉称号。在“生态立县”这

条路上，8万凤县人民始终坚持绿

色发展、聚力转型突破，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断探

索生态优势转化的科学路径，形成

了在秦岭地区乃至全国类似地区

可借鉴、可推广的宝贵经验。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5 个露天采石场关停！

27 个秦岭核心和重点保护区

探矿权退出！

38 个秦岭核心和重点保护区

采矿权退出！

全县秦岭限制开发区内矿业

权年底前将全部退出!

——这一张张“红牌”，是凤

县为保护一城绿水青山采取的行

动和作出的庄严承诺，体现出保

护生态的信心与决心。 

凤县是陕西省的林业大县、

生态名县，同时也是矿业大县，长

期以来，以铅锌、黄金为主的矿产

业占到县域经济总量和地方财政

收入的 80% 以上。“蓝天、碧水、

净土、青山”保卫战打响后，凤县

把生态文明建设和“两山”基地建

设放在首要位置来抓，成立了由

县委书记、县长挂帅的县生态文

明建设领导小组、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委员会和生态环境质量考核

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凤县

“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实施方

案》，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经济社

会发展各个领域；编制了《凤县生

态文明建设规划》《凤县秦岭生态

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及生物多样

性保护、污染物控制等专项规划，

对不符合规划的项目进行调整。

特别是近年来，在全县工矿企业

大面积停产退出、地方财政严重

短收的情况下，优先保障生态投

入，2017 年以来全县共实施生态

环保项目 53个，总投资 8.6亿元。

为了确保生态治理常态化，

凤县建立了生态环境网格化管理

体系，将全县划分为三级 99 个网

格，落实各级网格长 94 人、网格

员 272 人，实行城乡环境整治、环

境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网格“三网

合一”，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无缝对接”的生态环境保护体

系。持续深化生态环境体制改革，

成立 9 个镇级生态环境所，建立

生态环境保护队伍，确保生态环

境工作有人管、管得住、管得好。

一张蓝图画到底，一任接着

一任干！十余年来，历届凤县县

委、县政府始终积极探索绿色转

型发展的有效途径，保持了目标

的一致性、制度的稳定性、措施的

连续性，从而推动凤县的“两山”

实践扎实推进，成效喜人：

生 态 环 境 持 续 改 善。全县

共有林地 400 万亩，森林覆盖率

80.4%，人均绿地面积 36.4 平方

米，境内地表水水质稳定达到国家

二类标准，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到 361 天。2015 年以来凤县连续

四年荣登中国百佳深呼吸小城榜

单，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养生

福地”；连续三年荣获全省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

水平考核第一名；2019 年和 2020

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

保护管理考核得分排名全省前列。

产业转型成效明显。传统产业

加快升级，落后产能全面淘汰，生

态产业、绿色经济逐步成为县域

经济转型的核心力量。新型工业

加速成长，新材料、装备制造、循

环利用等新兴产业初具规模，汉

和新材料 8 微米铜箔生产技术通

过国家高新技术评审，实现了凤

县高新技术企业“零”的突破。特

色生态农业发展壮大，凤县是中

国花椒之乡、中国林麝之乡、陕西

省山地苹果基地县和陕西省中蜂

养殖示范县。文化旅游产业蓬勃

发展，建成国家 4A 级和 3A 级景

区各 3 处，年均接待游客 340 万

人次以上，先后荣获“中国最美

红县”、中国旅游百强县等荣誉。

县域经济结构日趋合理，三次产

业比例从 2017 年的 4.2 ：82.9 ：

12.9 调 整 到 2019 年 的 10.9 ：

55 ：34.1。

生态文明机制完善。经过多年

来的探索实践，凤县在组织领导、

责任体系、监测考核、监管执法、

资金投入等方面建立了一套相对

完善的机制体制，形成了县委、县

政府统揽主抓，行业部门各司其

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工作格

局，为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了坚强

保障。

群 众 生 态 文 明 意 识 显 著 增
强。全县干部群众和各行各业的

生态文明意识显著增强，对生态

环境保护的认知度、参与度和满

意度不断提升。随着生产生活方

式的持续转变、生态环境和人居

环境的不断改善，全县人民得到

了实实在在的实惠，有了更多的

获得感。

绿色转型 生态产业不断壮大
“原来矿山也可以这么干净

漂亮！”深秋时节，来到陕西震奥

鼎盛矿业有限公司，蓝天下，厂区

内栽植的翠柏、红枫、金菊，如同打

翻了颜料盘，色彩缤纷，美不胜收。

记者看到，这里的选矿环节采取棚

化密闭改造，破碎环节加装了气箱

脉冲袋式除尘器，矿区及生活区

的所有燃煤锅炉均改为零污染的

电锅炉，一系列除尘“组合拳”打下

来，选矿厂的粉尘排放稳稳控制在

2.3mg/m3 以下，远远低于 10mg/

m3 的国家环保标准。企业安全和

环保负责人屈文涛告诉记者，近五

年来，公司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投

入资金达到 3000 多万元，仅 2020

年就拿出 1000 余万元，建成井下

废石胶结充填系统，实现废石零外

排，最大限度保护了生态环境。

这只是凤县工业转型升级，

加快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目

前，县域已有 3 户企业进入国家

绿色矿山名录，年底前，县域所有

矿山企业都将高线达标“绿色矿

山”。为了引导支持工矿企业应用

新工艺、新技术，凤县积极争取项

目资金，共实施庞家河金矿扩能

技改、四方金矿选矿工艺优化改

造等工业技改重点项目 28 个，累

计完成投资 21.9 亿元。支持中小

工矿企业发展尾矿综合利用、稀

贵金属提取等循环产业，投资农

业开发、旅游三产等领域，延伸产

业链条。

在位于凤县红花铺镇的林麝

小镇，回廊、亭台、飞檐的中式建

筑在青山绿水间显得格外静谧。

在这里，1700 头林麝住单间、吃

绿色食品，成为农民增收的“宝

贝”。目前，全县养殖林麝超过 1.8

万头，年产麝香 70 余公斤，均占

全国的 70% 以上，带动从业人员

5000 余人，年人均增收 1200 元。

围绕花椒、林麝、山地苹果、食用

菌等特色优势产业，凤县精心谋

划“1+N”产业布局，实施特色产

业基地和示范园区建设，全县通

过无公害农产品产地整体认证，

大红袍花椒获得国家原产地域保

护认证，并在陕西省首批获得“国

家气候标志”认证。

优越的生态环境促进了旅

游业发展。近年来，凤县依托生态

优势，深度挖掘整合红色文化、羌

文化、乡村民俗等旅游资源，加快

培育全景式、全要素、多业态的全

域旅游体系，形成了生态游、康养

游、红色游、研学游、民俗游五大

特色板块，实现旅游经济提质增

效，三产服务业蓬勃发展。

产城融合  “最美小城”留住乡愁
春赏百花夏避暑，秋有红叶

冬览雪。

人间处处有美景，唯有凤州

最相思。

长久以来，凤县都是游人心

目中的“心灵栖息地”，是承载乡

愁的岭南“最美小城”。对于来自

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说，原生态的

山水奇观、隽永的人文景观都让

人流连忘返。特别是依托嘉陵江

30 万平方米景观水面，打造出独

一无二的“彩凤新声̇ 梦幻凤凰

湖”山水实景剧，如梦如幻，是令

人震撼的视觉盛宴。

近年来，凤县把生态和旅游

要素融入城市规划建设，对主城

区建筑外立面全部改造，统一建

筑风貌，打造干净整洁、文明时尚

的城市形象。按照“四季常绿、三

季有花”的标准，对城区主干道、

居民小区、广场等公共区域统一

规划设计，因地制宜建设公共绿

地和景观小品。县城绿化覆盖率

达到 44.6%，位居全省前列。

环境就是生产力。在凤县，无

论是碧波荡漾的东河桥“迎宾湖”，

还是小桥流水的永生村“荷塘映

月”；无论是十里店村的花椒采摘，

还是草凉驿村的羌族美食，都给人

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凤县将美丽乡

村建设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按照

“岭南风情、乡村味道、一村一品、

一村一韵”的理念，充分挖掘和保

护乡村历史遗存、民俗文化和原生

态风貌，注重保持山水风情、彰显

人文内涵、聚集产业要素，建成东

河桥、永生村、陈家湾、马场等一批

特色乡村旅游示范村，开发出休闲

养生、柳编山货、古驿文化体验等

一批旅游产品，带动群众通过发展

农家乐、采摘园、民宿等旅游项目

增收，既打造出景美业兴、文明和

谐的新农村、新生活，又实现了村

美、民富的绿色发展目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

于凤县人民来说，绿水青山既是赖

以生存的“饭碗”，更是永续发展的

“源泉”。站在新的起点，凤县人民

将以青山绿水为底色，描绘出更加

壮美的绿色转型发展新画卷！

——凤县创建“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郑晔

绿水青山入画来

凤县羌族文化产业园

凤县夜景

凤县秋韵

凤县凤凰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