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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暖阳万物藏，岁月沉香悦时光。
“公园修得这么美，没事的时候出来遛一圈，心情一下

子就舒畅起来了。”2023 年 12 月 26 日中午，家住商州区刘
湾街道任塬社区的胡记娃靠在南秦河生态公园的椅子上，
半眯着眼感受着慢节奏生活的那份惬意。

事实上，康养之都核心区建设，为群众增添福祉的远
不止城市公园的提升改造，更多的生态红利托起群众满满
的幸福。

2023 年，商州区紧紧围绕打造中国康养之都核心区
和“五区”建设总目标，以“三个年”和“双创”为契机，进一
步创新康养工作思路、载体、形式、机制，积极实施西商融
合和“双对标、双 50”战略，坚持全域化布局、全产业培育、
全功能配套、全要素保障、全程化服务、全民化共享的发展
理念，建立“月调度、季通报、年考评”工作推进机制，全力
推进康养之都核心区项目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时
代华章。

扮靓城市扮靓城市““高颜值高颜值”” 提升城市提升城市““高品质高品质””

青山环抱，碧水绕城。漫步在丹江两岸，随处可见市
民或游客举起手机，用镜头记录城市变迁的精彩一刻。

“我们坚持以康养城市理念多维度、系统性实施城市
更新行动，把中心城市建成有文化、有内涵、有品质，生产
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宜
居宜业宜游的‘三有三生三宜’现代化城市。”站在金凤山
观景台，商州区文旅局局长邵小宏指着正在崛起的崭新鹤
城，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许。

城市建设，要面子更要里子。商州区树立更新“整体
观”，开展“创文创卫”活动，实施城市亮化工程，开展“干净
商州”等行动，城市面貌变化翻天覆地。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行路见荫的城市布局，让家住江
滨一号的退休干部李先生大加赞叹：“我们这代人，搭上了
幸福末班车！”

城在绿中，绿在城中。商州区大力建设“公园群”，围
绕把中心城区建成一个 4A 级大景区的目标，新建 23 座公
园，城市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公园绿化服务半径覆盖率分
别达到 42.69%、44.71%、87.29%。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商州区水利局局长王旭
东说，“我区做足做活‘水文章’，实施中心城市‘2+7’（丹
江、南秦河及 7 条沟峪）水生态修复工程，把城市水系打造
成为城市‘会客厅’和‘最美阳台’。”

打通“主动脉”，让城市更具张力。一年来，商洛北站、

环城南路、环城西路、刘湾大桥相继建成通车，主城区发展
框架扩大至 71.3平方公里。

以文化人，培根铸魂。四皓公园、龙山公园、大云寺、
城隍庙相继开放，秦岭博物馆、东街历史文化街区等 10 多
个历史文化保护项目加快建设。精心打造一批突出商州
地域文化 IP 的各门类艺术精品力作，推进公共文化与 70
多个城市公园等旅游公共服务设施融合，推动中心城市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高品质跨越式发展。

“2023 年，我们开展文化惠民演出 197 场，举办‘干干
净净迎新春、热热闹闹过大年’春节系列活动 60 多场次，
开展民歌民谣戏曲大赛等活动 95 场次，参与群众 90 多万
人次。”商州区文旅局副局长张晓平说。

扮靓城市“高颜值”，提升城市“高品质”。一年来，商
州区建成包括 2 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2 个国家 3A 级旅
游景区和 70多个“主题公园+专类公园+口袋公园”的城绿
交融、星罗棋布的城市公园体系，打造 120 个康养、旅游、
宜居示范村，建成 46 个日间照料中心，开通商洛北站、“商
洛核桃中欧专列”、中欧班列“商西欧”专列，成功举办“商
州·2023 全国沙滩排球锦标赛”、中国康养产业发展大会
等宣传推介活动 36 场次，走出了一条以康养产业带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先后获得国家级森林康养
试点建设县、2023 健康中国·康养旅游百强县、中国康养
旅居度假名区、中国气候宜居县、中国天然氧吧、省级全域
旅游示范区、省级全民健身示范区等荣誉称号。

特色景区亮点多特色景区亮点多 乡村旅游皆风景乡村旅游皆风景

商州区腰市镇江山村山多地少、树大林密，群众从传
统耕作解决温饱到端着“生态碗”、吃上“旅游饭”，得益于
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

“我们村位于江山景区核心位置，村集体通过入股食
用菌、光伏、景交车、中小学研学基地等项目，去年收益 43
万元，人均分红 474 元。”江山村党支部书记刘立掰指头一
一算账，“景区解决剩余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110 人，
人均年收入 1.3 万元。带动村民发展农家乐 11 家，其中云
峰农家年经营收入达 20万元以上。”

旅游兴则百业兴，乡村美则群众富。2022 年以来，商
州区以产业为基、招商为先、项目为王、赛事为媒、文化为
魂、康养为本，以打造“精美城市、精品景区、康养小镇、美
丽乡村、集群民宿、龙头企业”为重点，以“医、养、游、体、
药、食”为载体，从空间、内涵、手段、层次、业态、产业链等
方面，高起点谋划、多维度开发、全方位推进，全区呈现出

特色景区亮点多、乡村旅游皆风景的发展格局。
在打造中心城区康养高地的基础上，商州区聚焦“秦

岭·江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秦岭·丹霞”运动休闲康养
区、秦岭“农旅樱谷·水美三岔河”农旅融合体验区、秦岭
植物园与熊耳山郊野公园四大区域，加快推动健康疗养、
生态旅游、文化休闲、体育运动、科教研学等多种业态融
合发展。

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2023 年 4 月 18 日，商州区
召开全区打造康养之都核心区工作会议，印发了《2023 年
商州区打造中国康养之都核心区工作要点》及工作任务清
单，对打造康养之都核心区工作全面进行安排部署。与此
同时，商州区制定《支持乡村民宿发展十条措施》，健全多
层次、多类型、多元化的产品供给体系，建成蟒岭绿道青年
旅馆、大赵峪 22℃星空露营等民宿 5 个，增收 1600 多万
元。新建的 11个民宿项目正在全力推进。

目前，商州区高起点规划实施了以张峪沟、江山、莲花
山、蟒岭绿道、卧虎岭、三岔河等为重点，打造自然生态型、
文化体验型、休闲愉悦型、美食体验型、健康养老型等特色
各异的主题民宿；按照“一宿一主题”布局，依山傍水、临水
而居，打造出五峰山等一批自然山水风光民宿；丰富民宿
业态，延长蟒岭绿道青年旅馆等 9 家景观民宿、36 个露营
帐篷业态时间，通过乡村团建、研学讲座、共享电影、摄影
打卡、举办篝火晚会等形式，进一步丰富夜间旅游体验与
消费业态。

在江山景区商州非遗展馆，记者看到剪纸、面花、狗娃
咪等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江山景区工作人员罗曼告诉记
者：“旅游旺季或节假日，我们还从丹凤、洛南等地聘请民
间艺人到文化遗产展览馆进行皮影戏表演。”

据介绍，莲花山景区沙滩乐园、“十里丹江画廊”初步
建成，三岔河农旅融合体验区沿岸樱·时光乐园、引龙寺民
宿等持续推进，秦岭植物园规划的绿满芳华常绿园、秘境
仙踪万木园、松海听涛松杉园等综合园区建成投用，集森
林康养、旅游康养、体育康养、研学康养于一体的康养集群
初步形成。

融合发展拓富路融合发展拓富路 催生康养新业态催生康养新业态

“商州这地方空气好，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适合
农作物生长，生产的蜂蜜品质高、营养足。”苏陕协作企业
商洛花想蜂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坤，对在康养
之都发展健康产业抱有远大理想，“我们开发的‘花想蜂蜂
蜡口红’获得了陕西省第八届旅游商品大赛银奖！”

据了解，该公司是一家集种植养殖、技术研发、产品生
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技术企业。“我们从初级
农副产品到农特产品，再到文创产品，采取走出去外推、请
进来链接的商业模式，已开发婚礼礼盒定制、利用废弃蜂
蜡制作天然口红、丝绒口红等系列产品，实现了技术、信
息、产品深度融合。”魏坤说。

不只是蜂蜜产品走俏市场，陕西商江芳杰农产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松花皮蛋，以“铅状态未检出”在健康食品
中一枝独秀。

陕西商江芳杰农产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商洛市第五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传承人董慷慷告诉记者：“我
们将独有的操作技艺和 20 多种配料有机结合，既注重于
保持鸡蛋的营养成分，又注重于色、香、型、味的独特性，产
品销往西安、湖北、南京等地。”

文旅、农旅深度融合，拓宽高质量发展创新之路，催生
了康养新业态蓬勃发展。在卧虎岭景区，红色文化园、农
耕体验园、藏龙垂钓园、激情戏水园、儿童游乐园、动物养
殖园、民俗文化园鳞次栉比、错落有致。据工作人员介绍，
景区带动周边群众就业 50多人，其中脱贫户 20多人，人均
月工资达 4000元以上。

打造康养之都核心区，培育绿色健康大产业。目前，
商州区累计培育发展康养企业 100 多家，其中培育陕西森
弗天然制品有限公司、陕西笃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陕西
金菊康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等重点康养企业 3 家，培育陕
西森弗天然制品有限公司、陕西笃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紫元春酒庄有限公司、陕西康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规上企业 4 家，开发秦岭土蜂蜜、蜂蜡口红、菊粉、沙棘籽
油、蓝莓叶黄素凝胶糖果、速溶普洱茶、香菇、木耳、猴头
菌、羊肚菌等康养产品 11个。

值得一提的是，商州区聚焦医养融合，推进健康养老
事业长足发展，制定《商州区培育发展生物医药与健康战
略性支柱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3—2025 年）》《2023 年
度生物医药产业链发展方向及招商计划》《商州区十大商
药图册》，壮大健康医药和绿色食品产业，建成医药食品产
业园标准化厂房；打造陕西森弗等一批生物医药科技成果
转化基地，发展医药、食品生产企业、药业合作社 120个。

目前，商州区推进医养结合项目 4 个，18 个镇（街道）
卫生院“中医馆”和 26 所村卫生室“中医堂”建设到位。同
时，整合民政、卫健、医保等部门信息资源，全面掌握家庭
医生签约老年人就诊、检验、用药、体检等信息。通过 6 种
医养结合模式，全天候为老人提供专业化、便捷化、多样化
的日常护理服务，建立 50867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
档案，老年人健康管理率达 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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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州区全力打造康养之都核心区侧记

本报通讯员 张 宏 记者 李小龙

2023 年 11 月 25 日，由中国网微视中国、中华网文化等
单位共同发起并举办的“美丽中国之旅·2023 优秀文旅品牌
推广大会”在上海举办，镇安县荣获“中国最佳生态康养旅游
名县”称号。这是镇安县创新举措、推动生态康养产业高质
量发展获得的又一项殊荣。

镇安县地处秦岭南麓，是国家南水北调重要水源涵养
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也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近年来，镇安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
走绿色循环发展之路，把生态康养产业作为首位产业，坚持
全域化布局、全产业培育、全功能配套、全要素保障、全过程
跟踪，探索创新“双+”策略、“双联”机制、“双融”模式、“双统”
措施，聚力打造“秦岭最佳康养会客厅”，有效破解了生态保
护与开发利用的矛盾问题，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好颜值”转
化为金山银山“好价值”的新路子。

实施“双+”策略 寻求县域发展“最优解”

镇安县实施“生态+旅游”“旅游+康养”融合发展为主的
“双+”策略，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实施陕南绿色循环发展战
略和商洛市打造“一都四区”部署要求，结合镇安资源、生态、
区位优势和产业发展基础条件，按照“养身、养心、养智”康养
理念和“一县一业”发展思路，科学编制“一县一产业”（生态
康养产业）规划和《全县产业链图谱》，勾画“一核引领、两环
支撑、多元驱动”的绿色循环发展蓝图，坚持一业引领、多业
融合，走出了一条康养产业向全域发展、向多业融合、不断优

化 一 产 、全 面 提 升 三 产 的 新 路 子 ，旅 游 三 产 比 例 提 升 到
38.6%，全域康养产业带动效应凸显，形成了保护生态和发展
经济的“双赢”局面。镇安县入选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
县，塔云山、木王山入选省级森林康养基地，云盖寺古街获评
省级旅游休闲街区，塔云山云海景观获评全国“天气气候景
观观赏地”，木王镇获评全省首批“特色气候小镇”，木王山十
里杜鹃花海亮相央视《新闻联播》，镇安县被命名为省级全域
旅游示范区、“健康中国·康养旅游百强县”“中国健康旅游名
县”“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中国最佳生态康养旅游名县”。

建立“双联”机制 攻克康养产业“最大难”

镇安实行“政企联动”和“市场联动”双联机制，解决发展
康养产业的资金瓶颈问题。通过政企联动和市场联动，探索
多渠道投融资运营方式，合力打造高品质景区、融合性产业
园区和建设重大生态康养旅游项目。木王山景区采取政企
合作模式引进 3 家国企投资、塔云山景区采取整体出让方式
引进民企投资、金台山文化旅游区采取整体转让经营权方式
引进文旅企业实施运营，中国·镇安兰花产业园争取苏陕协
作项目资金、北方江南·旬河水乡罗家营农旅融合产业园科
学利用乡村振兴政策支持、西口水产智慧养殖园通过招商引
资建设，月河抽水蓄能电站、云镇水库、G345 道路等重大康
养项目和康养基础设施，均通过国企、国家重点扶持、苏陕协
作帮扶等方式，解决了建设资金来源问题。目前，全县打造
了国家 4A 级景区 4个、国家 3A 级景区 2个、省级乡村旅游示

范村 4 个、秦岭山水乡村示范村 95 个，培育了陕西天坤康养
旅游企业、盛华茶叶特色农产、创盛秦岭黑猪全产业链等链
主企业，建成了投资 88.5亿元的——月河抽水蓄能电站。

探索“双融”模式 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

镇安围绕康养产业“医、养、游、体、药、食”六大板块，建
立了康养产业项目库，谋划储备康养项目 128 个，积极探索

“文旅融合”和“产业融合”双融模式，创新“一业引领、多业
融合”的发展模式，建成了侏罗纪梦幻世界文旅融合园区、
象园茶园、高峰兰花等“旅游+农林业”生态康养产业园 8
个，县域工业集中区等“旅游+工业”绿色工业园 2 个，魔芋、
畜产等特色农产品加工为重点的“旅游+农林产品加工”项
目 10 个，旬河水电以及月河抽水蓄能电站为主体的“旅游+
水利”项目 6 个，天坤体育场、县城南门坡体育运动公园、北
阳山体育健身步道等“旅游+体育”项目 3 个；以“天然药库”
为依托，支持琅玺医疗器械等医药企业扩大产能、研发产
品、开拓市场，加快中药材产业链等项目建设，构建现代医
药 产 业 体 系 ，带 动 发 展 白 及 、猪 苓 、天 麻 、重 楼 等 中 药 材
10.43 万亩，培育陕西千草堂中药材有限公司、镇安县中润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 13 个，镇安县金鑫种植等中
药材专业合作社 48 家，陕西瑞琪药业有限公司获评“陕西
省扶贫龙头企业”“陕西省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同时，抢
抓国家“双碳”目标机遇，探索开展 GDP 与 GEP 双评价、双
考核，推行 EOD 投资模式和气候投融资模式，组建生态资

产运营公司，积极开展碳汇交易项目试点，有序推进国家战
略储备林、森林碳汇等项目建设，完成林地碳汇核算 6000
亩，谋划 EOD 项目 7 个，成立生态产品价值转换中心，积极
开发“生态贷”金融产品，拓展“资源—资产—资本”转化通
道，打造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新高地。

采取“双统”措施 推动产业发展“最高效”

镇安采取“党委统揽”和“政府统筹”双统措施，县委全委
会审议通过了《加快生态康养产业发展的决定》，创新健全生
态康养产业“一把手工程”领导机制，推行“共管、共建、共享”
的协调机制，落实“党委统揽、政府统筹、部门联动、市场主
导、企业主力”的运行机制，成立由县委书记任第一组长、县
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执行组长，常务副县长、分管副县长任副
组长，31 个部门和 15 个镇办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生态康养
产业推进专班，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凝聚起推动生态康养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制定出台《激励乡党回乡投资十
五条措施》《康养人才工作具体措施》《加快高质量发展“1+9”
政策措施》等一揽子扶持政策，加强项目用地、资金投入、技
术人才等要素保障，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为生态康养产业发
展提供政策支撑。把生态康养产业发展纳入年度目标责任
考核体系，出台《康养产业发展工作考核实施细则》，全面落
实“部署、协调、实施、督办、整改、问责、总结”闭环责任链条
管理，形成月调度、季通报、年考核的推进机制，树立了以实
绩“论英雄”的鲜明导向。

探索“四双”举措 做强首位产业
——镇安县创新推动生态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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