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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里大秦岭，五千年中华
史”。西起昆仑山、东至大别山，秦
岭将中国南北方连接在一起，左拥黄
河，右揽长江，是中国十分重要的生
态屏障，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
地。保护好秦岭的生态环境，对中国

“南水北调”等重要工程实施乃至对
中 华 民 族 永 续 发 展 都 具 有 深 远 的
意义。

盛夏8月，阳光正好，记者踏上
陕西大地，走秦岭，看生态，记录下
陕西人民的绿色足迹。

当好秦岭卫士
涵养绿水青山

秦岭，天下之大阻，也是绿水青
山的富集地。

眼下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但
当记者走进位于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
的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顿觉清风拂
面，凉意四起。从全国各地来旅游的
人们络绎不绝，郁郁葱葱的树林之
下，流水潺潺，许多游客走下步道，
走到水边，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拥抱
绿水青山。

“横跨秦岭主脊南北坡的主峰牛
背梁，海拔 2802 米，是秦岭东段最
高峰，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的
栖息地，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因
此得名。”柞水县文旅局副局长孟如
意说：“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 90%，
有茂密的原始森林、清幽的潭溪瀑
布、独特的峡谷风光和罕见的峰林景
观。这里的珍稀动植物资源十分丰
富，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豹、林麝等
26 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红豆杉，
是动植物的‘天然基因库’。”

“都说这里是‘天然氧吧’，来了
之后果然名不虚传，这里特别适合夏
天来避暑。”从西安来旅游的张先生
刚踏进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羚牛谷，
便向记者兴奋地说道。

如此优美的生态环境，自然离不
开当地人的精心呵护。

“当好秦岭生态卫士”，牛背梁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一直在行动。广货街
保护站站长解振锋，守山护林 24
年，跑遍了管护区的山梁、沟道、林
地，从 20 出头的热血青年，变身长
期户外工作皮肤黝黑的站长，始终像
呵护眼睛一样呵护着这方山水；被称
为“活地图”的老林保护站生态保护
员汪友友，从曾经的“砍树人”变身
今日的“看树人”，隔几天不上山便
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保护区里，
生态卫士们用初心和使命浇灌涵养着
秦岭这一片绿水青山。

好风景带来好“钱景”
好“钱景”守护好风景

山石铺路，砖石筑墙，记者走进
有“老屋珍藏馆、山居大观园”之称
的终南山寨，虽非周末，但已是熙来
攘往。终南山寨距离牛背梁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不远，地处秦岭主脊南侧腹
地，已经成为集秦岭村寨、客栈群
落、峡谷运动乐园等于一体的运动康
养休闲特色小镇。秦岭不但拥有“绿
水青山”，也为周边百姓送上了“金
山银山”。

“自家的住房既可以办民宿，也
能开饭店，村民足不出户就能自主创
业增收。”柞水县营盘镇朱家湾村党
支部书记毛家锋介绍，村子充分利用
当地独特的资源优势，建成了集生态
保护、综合旅游等于一体的生态文化
休闲旅游区。过去的贫困农村变成新
型运动乐园，老旧农房变成新型特色
民宿，农特产品变成新型旅游商品，
贫困人口变成新型个体老板。

今年 47 岁的陈道凤，搬进了这
里。“从前在外打工照顾不了家人，收
入也不稳定。”从外出打工到在家门口
经营民宿、农家乐，陈道凤很满意自己

的“转业”选择，“村里人气旺了，我们
也沾了旅游业的光，跟以前比，家里每
年增收了约5万元。”

秦岭良好的生态环境让老百姓尝
到越来越多的甜头，绿色发展的实践
也在守护着秦岭的绿水青山。

在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蒋家坪村
女娲凤凰茶业现代示范园区，从空中
俯瞰，茶园整齐别致，风光正好。

此情此景，村党支部书记寇清
新说：“我们以本地特色茶产业为依
托，发挥农村环境优美的优势，充
分与旅游业、休闲娱乐业等产业融
合发展，让茶区变景区，茶园变公
园，茶山变金山，带动村民实现增
收致富。”

20 世纪 70 年代，蒋家坪村建成
了 1400 亩茶园。近年来，蒋家坪村
引进多家茶叶企业，实现茶产业可持
续发展，通过提升改造老茶园，新增
喷灌设备，蒋家坪村产出的茶叶质量
一年比一年好，销量也逐年增加。

以茶为抓手，蒋家坪村还发展起
了红红火火的乡村旅游，一排排苍翠
的茶树吸引众多游客来到这里赏景休
闲，“茶旅融合”成就了当地的绿色
产业，不仅为秦岭环境保护贡献了一
分 力 量 ， 也 为 乡 村 振 兴 注 入 了 新
动能。

因茶兴业，因茶致富。如今，蒋
家坪村中的 300 亩旧茶园改造完成，
350亩新茶园已建成，村里公路加宽
至6米……和谐美好的新图景，正在
这绿水青山间喜笑颜开。

竭尽全力
护一方清水向北流

从商洛到安康，记者穿隧道，过
秦岭。

在工作人员的操作下，安康市河

流的实时监控画面出现在记者眼前。
大屏幕上，各出水口的排污情况尽在
掌握，工作人员还可与当地的河流巡
护员进行实时通话。记者在安康市南
水北调环境应急处置中心，看到了这
样的智慧场景。

“中心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技术，实现水质监测、环境风
险防范、环境监控预警等功能，先由
系统自动识别异常情况，再由人工进
行审核确认，一方面大大减少了员工
的工作量，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识别的
准确度。”安康市南水北调环境应急
处置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

地处秦巴腹地的安康市，河流众
多，水资源丰富，是陕西河网密度最
大的地区，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
引汉济渭工程的核心水源涵养区；而

且，安康境内的铁路、公路都沿汉江
或其主要支流而建，危险化学品运输
环境风险防范责任重大。为了保障南
水北调水质安全和提升安康生态环境
监测预警应急处置能力，安康市南水
北调环境应急处置中心于 2015 年 12
月投入运行，实现了对全市重点环境
污染源、风险源的视频和在线监测数
据双监控。

此外，中心不断完善整合平台信
息资源，先后接入了陕西省环境综合
监管系统和安康市的空气质量实时发
布系统、水利局防汛视频管理平台
等 ， 实 现 了 多 部 门 管 理 信 息 互 联
互通。

行走安康，记者听到最多的是对
水的保护。

地上是公园，污水净化处理，没
有任何异味飘出，安康这座污水处理
厂得到了周边群众的点赞。“我们采
用分布式下沉再生水生态系统技术，
技术水平居世界前列。”中国水环境
集团安康公司运营负责人说，江南再
生水厂服务安康江南城区 14 平方公
里、26 万群众，出水达到地表水Ⅳ
类水标准，为治理水污染，保护水环
境，保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质安全
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安康瀛湖，北靠秦岭，南依巴
山，水面辽阔，水质清澈。瀛湖既是
安康水电站大坝拦蓄汉江水所形成的
陕西省最大的河道型湖泊，也是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的重要水源
地，保护好瀛湖水质，责任与意义
重大。

瀛湖周围村民靠水吃水，曾多
以养鱼为生。但养鱼带来的污染，
让水质颇受其扰。“自 2017 年 12 月
份起，瀛湖生态区启动瀛湖网箱清
理整顿规范工作，历时 5 个月，共
清理瀛湖库区汉滨段养殖户468户、
拆解网箱 （标准箱） 31533 口。”瀛
湖生态旅游区旅游管理局局长徐谱
说，“通过综合整治，瀛湖区域内违
规建设势头得到遏制，乱捕滥捞几
近消失，生态环境质量明显好转，
瀛湖坝前水质长期保持在国家地表
水Ⅱ类标准，区域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高于全市水平，PM2.5 浓度、化
学需氧量排放物、氨氮化物排放物

均低于控制标准，瀛湖景区也成功
入选陕西省‘文明旅游保护绿水青
山’优秀案例。”

当好秦岭卫士，做好护水使者，
陕西越来越美的生态环境，正释放出
源源不断的发展红利。

题图：陕 西 省 安 康 市 瀛 湖 翠
屏岛。

左图：陕西省安康市财梁社区，
车辆穿行在山水之间。

上图：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小坡
村冬枣大棚。

陕西7日，收获满满。
如果要给这次采访之行定一个色调，那

非绿色莫属。
我们一路看到的，是绿色的风景。在关

中平原的陕西合阳县洽川湿地，芦苇荡一望
无际，绿水流淌其间；在合阳县的黄土旱塬
上，曾经裸露的黄土地如今“穿”上了绿
装，绿草和蓝色光伏板发出的绿色电能相拥
在一起；走进陕西商洛市牛背梁国家级森林
公园，绿水青山与人们亲密接触，无限风光
吸引远近游客前来；车行秦巴山区，转头望
向窗外，满眼的郁郁葱葱，青山随着车的轨
迹向前延展……

这一路的行程十分充实紧凑，难免让大
家有些疲惫，但沿路的绿色风景，总能让
人提起精神，整个采访团的人无不为之振
奋。走进自然，拥抱自然，能唤醒人体深处
的力量，让我们一往无前。从这一点上更能
印证，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更是亘古不变的启示。

我们一路听到的，是绿色发展的故事。
在商洛市终南山寨，依托秦岭的美好生态
环境，当地的乡村旅游如火如荼，不管是

“生态饭”，还是“旅游饭”，都是绿色发展
的进步；在渭南市大荔县小坡村，昔日受制
于黄河盐碱地的困扰，曾经极度贫困，种地
越多赔得越多，但当地人一年接一年努力，

种上了冬枣，盐碱地上种出了“金蛋蛋”，冬
枣也让小坡村远近闻名，收获了金山银山的
同时，又反过来让村里的生态环境大大改
善，人居环境上了一个大台阶；在安康市平
利县蒋家坪村，一片茶叶富裕了当地的一方
百姓，更是开辟了“茶旅融合”的绿色新产
业……

绿色转型，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都面临
的重大机遇。如何转？转向哪里？没有前人
经验可以借鉴，唯有不断探索，不断尝试，
才能走出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此行陕西，我
看到绿色发展的路子非常宽广。黄土地上能
发出绿色电力，更加环保的乡村旅游给人提
供了精神休闲，也让当地钱包鼓了起来。每
个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条件不
一样，绿色转型发展的方向也不能“千篇一
律”，而是要因地制宜，发展具有特色的产
业，只有有特色的东西，才能成为具有竞争

力的产品。
我们一路想到的，是欣欣向荣的未来。

财梁社区，位于安康市汉滨区，因深处群山
之中，也曾十分贫穷，但近几年的发展却让
许多人刮目相看，蔬菜园为消费者提供了原
生态的果蔬，让本来缺少耕地的山区拥有了
更高附加值的收入，数字化乡村建设不断完
善，小山村里也有了智慧管理，放眼社区楼
顶，一片片光伏板十分耀眼，绿色环保走进
了这里每个人的生活。

不只是财梁，安康瀛湖生态旅游区上岸
的渔民开起了农家乐，好生态让周围人都受
益；白鹭、鸿雁、绿头鸭等上百种鸟类在西
安浐灞生态区安家落户，周围的居民有了休
闲的河滨公园。

这一路，我一边走，一边在思考，什么
样的未来才是我们期待的样子？蓦然回首我
才发现，绿色低碳的未来、人与自然和谐的
未来、城乡日益变美的未来，正是我们向往
的欣欣向荣的未来。

这样的未来，正稳步向我们走来。

满目绿色满眼生机
刘发为文/图

满目绿色满眼生机
刘发为文/图

走秦岭 看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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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洽川湿地。左图：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洽川湿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