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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态]

本报讯 （通讯员 周炆涛）3 月 5 日，
笔者从柞水县发展改革局获悉，根据柞水县
生态产品经营目录明确的 29 项产品，县农
商行已累计为企业发放“生态贷”28 户 673
万元，为“两山”价值转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
金融活水，有效促进了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
的良性循环。

去年以来，柞水县立足自然生态、交通区
位、资源禀赋等优势，坚持把生态作为最核心
的优势，把绿色作为最鲜亮的底色，全力推进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奋力推动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县上将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作为全县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的重点工作来抓，成立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建立“1+11”协
调推进机制，出台一系列措施，形成“县级统

筹抓总、部门分工负责、镇（街道）主动参与、
各方密切配合”的工作格局。建立绿色消费
制度，推广节能环保消费方式，促进节能机关
创建全覆盖。开发“生态贷”绿色金融产品，
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引导金融机构定
制绿色信贷产品，对节能减排企业贷款给予
1%—2.5%贴息支持，并逐年提高比例。精心
制定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绿色产业和低碳消
费等量化考核细则，作为政府给予企业贴息、
减税、降费、供地等支持的重要依据，引领生
态要素向生产要素和生态财富转变。

县上科学划定国土空间“三区三线”，全
面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纵深
推进秦岭“五乱”问题整治，着力从源头、过程、
结果全生命周期深入推进治污攻坚。大力倡
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统筹抓好退耕还

林、公益碳汇林、重点区域绿化等生态建养工
程，厚植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全面推进生态
资源扩大总量、优化存量、提升增量。积极配
合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开展生态产品基础
信息调查，完成全县生态物质产品、景区、监
测站点平均负离子浓度、水资源量、光伏发电
量及营盘镇土地利用数据及图片等相关基础
数据和资料的收集上报任务，全面摸清底数，
形成目录清单，为全市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核算平台奠定了基础，柞水县成为全市唯
一县、镇、村三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
点。在深入调研、精准研判、大胆创新的基础
上，科学确立不同区域特色发展模式，坚持先
行先试、抓点示范，创新探索了产业带动型、
筑巢引凤型、村庄共享型、变废为宝型、综合
治理型、科技引领型等“六型”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路径，着力打通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的转化通道，形成了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相
互促进、竞相发展的新局面。

柞水县依托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发
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和生态康养等绿色循
环产业为主攻方向，强力推进业态创新和精
深加工，全面延伸生态产品的产业链和价值
链，发展壮大木耳、生态旅游、康养旅游、医
药健康等生态产业，有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
为产品优势。累计研发木耳深加工产品 22
大类 98 个，木耳产业销售额达 2.7 亿元；生
态旅游实现年游客接待量 700 万人次，旅游
综合收入突破 50 亿元；盘活闲置资产发展
民宿及农家乐 500 家以上，年接待游客 110
万人次，经营收入 5.5 亿元，入股村民年均增
收 5 万元以上。

柞水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春回大地暖，添绿正当时。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助推生态文明建设，3 月 1 日，洛
南县古城镇举行 2024 年春季植树造林启动仪式，镇、
村（社区）党员干部群众 200 多人参加活动，为大地再
添新绿。

活动中，大家热情高涨、配合默契、干劲十足，挖
坑、扶苗、培土，各个环节衔接有序。大家表示，将以本
次活动为契机，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工作中，提高爱绿、
护绿、植绿的自觉性，为建设美丽古城贡献力量。目
前，古城镇各村（社区）也启动了春季植树造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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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代绪刚）“公园改造好以
后，既美化了县城环境，也方便了群众锻炼身体。”
3月4日，说起滨河公园改造项目，商南县群众吴
西勤高兴地说。

据了解，滨河公园环县河漫步道北起县水务
局，沿县河岸边向南延伸，止于双山大桥，设计长
度4803米，总投资约3000万元。项目主要包含
县河两岸地面、步行道工程，景观小品、基础设施、
景观绿化提升，电气照明及附属设施。滨河公园
环县河漫步道的投入使用，极大地方便了市民。
公园建到了“家门口”，更多市民可以享受“出门
入园”的便利，城市颜值持续刷新，群众的幸福感

“看得见”“摸得着”。
2023年以来，商南县实施建设项目35个，总投

资59.05亿元。其中，实施房地产项目13个，投资
30亿元；实施了6大类22个城市建设项目，投资29.05
亿元。广场大街、滨河路等10条道路实现“白改黑”，
北环路、文明路等5条主次干道全面改造提升，开源
路、朝阳路、教场沟等6条“断头路”建成通行，茶艺
街、聚贤街等4个街区以及滨河路、机械厂等3个老
旧小区完成综合改造。建成8个城市公厕以及琥珀
公园、北环广场等6个口袋公园，新铺雨污管网1830
米，实施线缆落地3660米。天然气接入长输管网，

建成了应急调峰站，居民用气价格由3.3元/立方米降至2.86元/立方米，
基本实现了降费保供。

商南县盘活聚贤街、西街等夜间餐饮、购物聚集区3个，城市功能
日臻完善。启动邮政巷小吃城、农贸市场改造提升项目建设，中医医
院综合楼、嘉禾养老服务中心、体育运动中心、高级中学北拓扩建等项
目在加紧建设中，朝阳幸福苑医养项目主体竣工。持续推进扬尘治理
常态化，全力打赢蓝天保卫战，累计开展扬尘治理检查180次，责令整
改40起；落实中心城区建筑工程安装扬尘治理视频监控系统28家，
安装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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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卢根良）3 月 4
日，洛南县印发 2024 年全县巩固衔接生
态帮扶工作要点，按照“三持续一提升”
的要求，全力推进生态帮扶各项工作有
序开展。

持续做好生态护林员聘任管理。在
确保生态护林员规模不低于上年的基础
上，洛南县严格按照《陕西省建档立卡脱
贫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实施细则》聘任
和管理护林员。对所有护林员开展岗前
业务培训，培训后持证上岗。按时发放
护林员劳务报酬，增加护林员家庭收
入。开展生态护林员掌握 1 门实用技
术、发展 1 亩经济园林、户均增收 1 万元

“三个一”创建活动，引导护林员发展以
核桃、板栗、中药材等为主的林业产业，
提高可持续增收能力。

持续做好生态补偿政策兑现。洛南
县严格按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和退耕
还林兑现政策和工作流程，制定年度工
作方案，开展实地检查验收，及时将补偿
资金通过“一卡（折）通”账户兑现到位。
建立脱贫户补偿资金台账，做到信息准
确翔实，人、卡、册一致。

持续做好林业产业带动增收。洛南
县以核桃、中药材基地建设为抓手，以科
管提质增效为切入点，不断加大资金投
入，加强技术培训和指导，全年完成红仁
核桃树嫁接改造1500亩、科管提升1500
亩、核桃树综合科管 3.3万亩，发展连翘、
桔梗、天麻等中药材3万亩。鼓励和引导
脱贫人口积极参与林业产业发展，鼓励引
导龙头企业、产业大户、合作组织流转土
地，吸纳脱贫人口参与生产经营，推进规
模化、集约化发展，促进脱贫户增收致富。

提升衔接资金项目带动水平。县上严格按照衔接资金
项目管理要求，科学谋划有前景、可持续、能带动的富农项
目，落实好带贫益贫机制，全力做好事前、事中和事后管理，
确保实施的每一个项目都能发挥应有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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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镇安县林业局、县野生动物和天然林保护管
理中心联合开展“构建野生动植物智慧保护体系”主题宣
传活动，呼吁广大群众更加珍爱野生动植物，持续深入保
护生态环境。 （本报通讯员 李 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