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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的最大支流渭河横贯陕西省宝鸡市境内，流长 224 公

里，流域面积 1.329 万平方公里，是城市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

是人口活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工作开展以来，宝鸡市以打造先行区为目标，绿色循环发展

成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河滩新貌

近日，心连心新疆舞艺术团团长赵玉梅带着 15 名团员在宝

鸡大剧院南侧的渭河生态公园排练舞蹈。

“过去这里杂草丛生，很少有人愿意来散步或游玩。现在环境

变得越来越美，不同的季节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是市民健身

的好去处。这个季节，粉黛乱子草花海特别出名。”赵玉梅说，渭河

生态公园视野开阔，绿化非常好，艺术团成员们经常来公园跳舞

排练、拍摄视频。

坐落于宝鸡市中心的渭河生态公园，以水、堤、路、园林、广场

融为一体的设计，打造“四时荣枯、自然野趣”的滨河生态景观。

“渭河生态公园主打柔性治水理念，依水而走、依地造型，对

主河道清淤疏浚、平整河床，逐步形成水清、岸绿、河畅的美景。园

区生态特征显著，植物品种丰富，绿地覆盖率较高。我们所在的渭

河生态公园宝鸡大剧院至团结公园段共移除碍洪苗木近万株，铺

设园路广场近 4 万平方米，对高大稠密苗木移除后的 8 万多平方

米区域适度绿化美化，并配套安装运动健身器材、休闲服务设施。

为方便市民来此休闲娱乐，公园还先后在大堤、子堤修建 6 处台

阶、铺设 3 条汀步路、架设 1 座便民桥。”渭河生态公园主任仵尧

如说。公园自建成开放以来，年游客量达百万人次。

“近年来，宝鸡市认真落实‘治理黄河重在保护，

要在治理’要求。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工作积极申

报中央专项资金 8 亿余元，实施清水河、伐鱼河、金陵

河、香泉河、千河等渭河重要支流污染综合治理项目。

这些项目的实施，不仅提升了当地人居环境质量，也

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宝鸡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主任、市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周保君说。

近年来，宝鸡市先后出台了《宝鸡市“十四五”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施规划》《关于建设

生态宝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规划文件，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政策支撑，秉承“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累计投资 60.8 亿元，取得显

著治水成效。例如通过新修加固渭河干支流堤防 189.5
公里，建成支流口交通桥 21 座，治理滩区 5.73 万亩，

整个城市提升了防洪能力，也为市民提供了更多休闲

空间。此外，宝鸡市还建成了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3 个、

国家湿地公园 2 处，全面禁止渭河沿线非法采砂，渭河

及其支流清姜河被评为全国“最美家乡河”。

治污变宝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宝鸡市岐山县在农业发

展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探索中，走出了一条特色之

路。按照“源头减量、循环利用、过程拦截、末端治理”

的思路，构建起“政府+市场+企业+农户”的多元化共

治体系，初步形成“促循环、破短板、创机制、强三化、

一张网”的治理格局。

11 月的岐山，秋意渐浓。在位于岐山县蒲村镇的

陕西根稳丰农业生态有限公司化肥生产车间里，机器

的轰鸣声伴随着工人们忙碌的身影。公司通过利用

鸡、牛等畜禽粪便和秸秆等农业废弃物加工生产的生

物有机肥，采用“生物处理技术”应用动态连续发酵处

理工艺，经过混合、发酵和干燥过程，最终转化为一袋

袋优质的肥料。已经打包好的袋装化肥立即被搬运至

货车上，随即发往周边的果园。

“陕西根稳丰农业生态有限公司是岐山县黄河流

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建设项目实施企业，今年 1 月份

至 10 月份已回收鸡粪 1 万吨、牛粪 3000 多吨。”岐山

县黄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站项目专班主任

张新忠带着一身雾气来到公司车间检查有机肥生产

情况。他说，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来源是农业生产过程

中不合理使用而流失的农药、化肥和残留在耕地中的

农用薄膜、处置不当的畜禽粪便，以及不科学的水产

养殖等产生的水体污染物等等。该县韦水河流域采用

的种养循环模式，以建设大型有机肥加工厂作为循环

中轴，与规模养殖场签订粪污回收合同，后端让粮食

规模化经营主体与有机肥厂签订用肥合同，形成粪污

转化利用循环链，有效解决粪污加工、有机肥施用等生产难题。

据介绍，岐山县的面源污染治理项目涉及农田面源污染防治

工程、畜禽污染治理工程、秸秆综合利用工程、残膜回收利用工程

和检测平台及监测点建设五大工程共 28 个子项目。这些项目覆

盖了农业生产的多个环节，意在全方位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据介

绍，当地目前畜禽养殖场废弃物处理设施配套达到 100%，粪污循

环利用系统更加完善，收集利用粪污达 6.5 万吨；农药废弃包装物

和农田残膜回收利用率达 85%以上。

优化布局

每当绿色的餐厨废弃物回收车从宝鸡市各商圈回到鲁控环

保科技（宝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便开始忙碌，对餐厨垃圾进行

分拣、破碎制浆、高温蒸煮和固液分离，将废油、废水和废渣分离。

这一过程中，废水通过高温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用来发电；废渣

则通过昆虫养殖转化为高蛋白饲料原料；废油脂经过加工，制成

工业级混合油生物柴油半成品。

公司与宝鸡市 5000 余家餐饮店签订了回收协议，从餐厨垃

圾的收集、处理到产品销售，都有详细的台账记录，实现全程可溯

源。这一做法不仅解决了餐厨垃圾环境污染，还实现了资源的循

环利用。公司负责人柴自杰说：“公司实现了对宝鸡市餐厨废弃物

全回收处理，日处理餐厨废弃物达 110 吨，每班次 8 小时可生产

6000 立方米沼气，年均发电 200 万千瓦时，年产出工业级混合油

3000 吨、有机肥 2200 吨。”

周保君介绍，根据宝鸡相关规划，宝鸡市大力推进能源结构

调整，优化能源布局，促进绿色发展，有序推进太阳能、风能、生物

质能、地热能等新能源开发利用，全面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推广固化成型、生物气化、热解气化、炭化等生物质能高效利用技

术。这些措施为鲁控环保科技（宝鸡）有限公司这类企业提供了广

阔的发展空间。

同时，宝鸡市还成立了涵盖发改、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

境、住建、水利、农业、林业、城管等多个部门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制定印发《宝鸡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出台《宝鸡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办法（试行）》

等 5 个配套政策文件。据了解，截至目前，宝鸡市共办理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案件 55 起，其中磋商结案 54 起，诉讼胜诉结案 1 起，累

计赔偿金额 3657 万元。 雷婷

观鱼畅游，在宜宾三江口畅享生态之

美；望山赏鸟，在成都与自然界生灵来一

场隔空对话……作为长江黄河上游生态

屏障和重要水源涵养地，四川近年来扎实

推进环境保护，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做好长江十年禁渔等工作，生态环

境整体向好，“绿色引擎”动能澎湃，新能

源产业带加速崛起，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新时代美丽画卷正在巴山蜀水铺展。

“看鱼观鸟热”兴起

生态宜居景美如画

鱼群欢快游弋，不时跃出水面，水花

四起，引来观众一阵沸腾。来三江口“看

鱼”，已成为四川宜宾市民和游客的打卡

新时尚。

宜宾地处岷江、金沙江、长江三江交

汇处，有“万里长江第一城”之称，这里形

成“观鱼胜地”，是近年来长江水生态逐渐

向好的成果。

宜宾翠屏区合江门巡江护渔巡护员

申建雄介绍，近年来，长江宜宾段生态环

境持续向好，很多变化肉眼可见。如在合

江门，除了常见的野生草鱼、鲤鱼，有时候

还能够看见黄辣丁、岩原鲤、清波鱼、胭脂

鱼等，就连下游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样的

鱼群。

在岷江上游，观鸟也逐步从小众爱好

走进大众视野。

清晨，旭日破晓，云海翻滚，雪山下的

锦官城如诗如画。

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背上望远镜、相

机和干粮早出晚归，一天走上两万步，瞪大

眼睛在林间枝头捕捉各种鸟儿的身影……

随着天气转凉，气候温暖湿润的成都

平原又迎来大批候鸟迁徙越冬。凝望着天

空，看着飞鸟掠过，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

人成为“观鸟人”，共同的爱好让他们聚集

在一起。

“观鸟就是观察并欣赏野生鸟类，现

在爱好者越来越多了。”成都“老资格”观

鸟人沈尤说。

越冬的候鸟不断增多，是当地生态持

续向好的生动写照。今年四川盆地越冬水

鸟调查结果共记录水鸟 74 种，数量达

78593 只，还记录到 43 只极度濒危的中

华秋沙鸭，创下历年之最。

在成都，“窗含西岭千秋雪”也不再只

是诗歌中令人神往的景象。一群在成都遥

望雪山的爱好者，每年都会在社交平台发

布“成都观山数据报告”，吸引了大量网友

关注。

初冬时节，四川资阳市雁江区蜀人原

乡滨江河湖公园内，一排排水杉在冬日暖

阳下“染”上红妆。这个集生态保护、科普

教育、休闲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城市河

湖公园，已成为当地一张靓丽的城市名

片，单日平均接待游客超 10 万人次。

嘉陵江沿岸，24.9 万亩的绿色生态走

廊已成为市民休闲地、城市会客厅；大熊

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已涵盖大熊猫栖息

地 1.39 万平方公里，有效保护了全国

64.8%的野生大熊猫；广元剑阁县蜀道翠

云廊现存古树 1.2 万余株，名木古韵传承

千年……

数据显示，今年 1~8 月，四川全省

203 个国考断面，201 个水质达到优良，占

比 99%，相较去年同期和今年上半年均提

升了 1 个百分点；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

全国第 13 位，保持不变。

厚植绿色本底

从“生态之痛”到“生态之美”

秋去冬来，地处沱江畔的四川内江市

七家滩湿地公园近日又迎来别致风景。初

冬温暖的阳光印在沱江江面上，波光粼

粼。一阵风起，两岸枫树落叶蹁跹，令人心

旷神怡。

沱江流经的 2.55 万平方公里是四川

城镇最集中、人口最密集、经济实力最强

的区域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流域污染

也逐年加重。

一场轰轰烈烈的沱江流域水污染防

治攻坚战随之打响。“十三五”初，沱江 16
个国考断面仅有一个达标，经过重拳治污

攻坚战，2022 年，沱江全流域水质已全部

达标并保持至今。

从“生态之痛”到“生态之美”，沱江一

江清水的美丽蝶变，也照见四川不断推进

生态环境保护的坚实步伐。

近年来，四川严查环境违法案件，设

立五级河长 1 万余名，建立流域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变水污染防治“分散治理”

为“协同治理”。2023 年，四川全省 203 个

国考断面、142 个省考断面、285 个水功能

区水质首次实现“三个百分之百”达标。

高质量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出台小

微湿地建设规范，实施黄河上游若尔盖草

原湿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工程，启动四川省千岁古树名木保护三

年行动……近年来，四川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全面打响蓝天碧水净土

保卫战，切实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

障，一盘棋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以“长

牙齿”的硬措施保护环境。

守护生态，法治护航。2023 年，《四川

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正式施行，填补了

四川省土壤环境管理地方性法规的空白，

着力解决农用地、工矿用地和建设用地的

土壤环境问题。

跨区域协同治污举措不断升级。川渝

两地通过联合启动专项行动，治理突出问

题，化解跨界河流治理不同步、解决不及

时、侧重不统一等症结；川陕甘三省以“四

川条例+三省决定”的形式协同立法，携手

建好大熊猫国家公园……

今年 9 月召开的四川省委十二届六

次全会明确提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持续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下猛药、治顽疾。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进一步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正在四川持续

发力。

“绿色引擎”动能澎湃

新能源产业带加速崛起

生态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一

个多点布局、多元互补、多链融通、多城共

进的绿色新能源产业带在长江上游加速

崛起。

走进专门从事高纯晶硅研发生产的

四川永祥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基地，花园

式厂区绿草茵茵，生产车间和大型装置分

布其间、错落有致。

“通过持续数年科技攻关，公司产品

各项指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深受客户信

赖。”四川永祥新能源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说。

四川永祥新能源有限公司位于四川

乐山市五通桥经济开发区光伏产业园，地

处长江上游重要支流岷江与大渡河交汇

处，也是乐山市打造“中国绿色硅谷”的核

心区，目前全球晶硅光伏领域 10 家头部

企业已有半数在这里布局。2023 年，乐山

市晶硅光伏产业实现产值 784.6 亿元，硅

料产能占全球 17豫以上。

念好产业发展“绿”字诀，绿色低碳产

业正在四川多地蓬勃发展：自贡无人机产

业持续壮大，攀枝花钒钛产业做大做强，

遂宁锂电产业势头正盛……

扩链成圈、集群突围，改善生态环境

就是发展生产力。数据显示，2023 年，四川

六大优势产业、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增加值

分别增长 6.6%、11.9%。

“依托优质的清洁能源、丰富的锂矿

资源、畅达的黄金水道，长江上游发展晶

硅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具有

独特优势。”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

研究院党委书记杨奇才说，从四川的成

都、眉山、乐山、宜宾、泸州、遂宁等地，到

重庆全域，一条聚集在长江上游的绿色新

能源产业带已初具规模。

目前，四川已累计建成 39 个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 10 个“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成 43 个省

级生态县；累计创建国家级和省级绿色工

厂 657 家、绿色工业园区 89 家、绿色供应

链管理企业 11 家；加快建设国家大宗固

废综合利用基地，累计推动 105 个园区实

施循环化改造；四川碳市场已累计成交超

3800 万吨……

日益提升的“绿含量”，也正在实实在

在地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走进成都新都区天星村，一望无际的

田园映入眼帘，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特色民

宿以及现代咖啡店，还有田园游步道穿行

其间。通过生态修复、乡村风貌塑形、业态

融合提质以及文明乡风培育，天星村已成

为远近闻名的“明星村”。今年上半年，天

星村累计接待游客 2 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超一倍。

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是千年

大计，需要久久为功。逐“绿”而行，坚定地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四川全面绿

色转型的步伐愈加稳健。

董小红 胡旭 康锦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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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淅川县地处豫鄂陕三省交界地

带，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核心水

源区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守着“大水缸”，

握着“水龙头”，肩负着清水北送的重任。

近年来，当地把“水质保护”和“产业

发展”两大责任一肩扛，立足水源地区位

优势，积极发展中药材、特色林果、乡村旅

游等生态产业，丹江口水库淅川库区农民

们逐渐端上了“绿饭碗”。

金银花变“增收花”

唐王桥村位于淅川县九重镇，紧邻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淅川县农业农村局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廉成道说，为了让这

里的农民端上“绿饭碗”，吃上“生态饭”，

当地深入考察论证后，引入福森集团中药

材种植开发有限公司，在村里建设了 1 万

多亩的金银花种植基地，把金银花变成群

众的“增收花”。

“金银花被誉为清热解毒的良药，适

应性广，生命力强，是一种很好的固土保

水植物，种植时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可以

很好地保护环境。”廉成道说。

福森集团总经理刘成岐表示，该基地

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每年可采摘

4 茬花，产出近千吨的优质中药原材料，实

现年产值 3 亿元以上，助力农民增收。

在金银花种植基地内，一望无际碧绿

茂盛的金银花树生机勃勃，一盏盏太阳能

杀虫灯立在田间，十几位村民正手脚麻利

地修剪金银花。

“现在我天天有活儿干，月月有收入。

除草、浇水、摘花、锄地各种工作我都会

干，一天能挣一百元左右。加上十几亩土

地的流转费，一年全家收入超过 3 万元。

收益比种庄稼好多了！”今年 78 岁的唐王

桥村村民高书华说。

黄金梨成“金疙瘩”

“富硒黄金梨味甜汁多，根本不愁

卖。”在淅川县金河镇龚井村的富硒黄金

梨产业基地，基地负责人崔国平正与多位

村民将保鲜库中的黄金梨拿出进行分拣、

打包、装车……一派繁忙景象。

崔国平说，他 9 年前流转土地 500 多

亩，种植黄金梨 40000 多株，一斤售价 6
至 8 元不等，带动周边数十名农户从事套

袋、采摘等工作，人均年增收 5000 元。黄

金梨已经成了周边农户增收的“金疙瘩”。

“我们采用水肥一体化灌溉，全部使

用农家肥，不仅省时省工，也减少了氮磷钾

等化肥的用量，可以防止土壤板结，减少面

源污染，更能提高梨的口感与品质。我们不

仅是丹江口水库淅川库区良好生态的受益

者，更应该是守护者。”崔国平说。

淅川县林果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王

淑楠表示，为促进生态林果产业健康发

展，淅川县整合涉农资金，每年投入林果

补贴资金 2000 多万元，从果园灌溉、生物

物理防治，到数字监控等方面实施精细化

管理，推动林果产业提质增效。同时通过

建设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体系，让淅川林

果通过网络走出淅川、走向全国。

目前，淅川已发展生态林果 23 万余

亩，金银花等中药材 10 万亩左右，全县林

果业产值达 6 亿元，10 万库区群众依托林

果，年人均增收 1500 元以上。

青山有“价”绿水含“金”

守护绿水青山，收获“金山银山”。淅

川县旅游发展中心相关负责同志说，近年

来，当地初步探索出了一条水源地全域旅

游与生态文明相协调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建成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3 个、3A 级景区

4 个，发展省级生态旅游示范镇 3 个、省级

乡村旅游特色村 12 个，全县旅游从业人

员 3 万余人，年接待游客 800 余万人次，

到淅川的游客以每年 20%的速度增加。

在位于淅川县马蹬镇石桥村的 4A 级

景区“丹江大观苑”，只见丹江口水库碧波

荡漾、波光粼粼。石桥村 55 岁的村民李光

山从 2011 年以来一直在景区从事设备维

护等工作。

“以前，我只能外出打工或在家务农，

种麦靠天收，一亩地最多产几百斤……现

在我在景区一个月收入能达到 3000 多

元，我爱人和儿子也都在这里上班。景区

把家里的十几亩坡地流转过去，还给我们

缴纳五险一金。”李光山说。

丹江大观苑景区常务副总经理张清

波介绍道，景区占地 6.38 平方公里，为守

护好水库生态环境，专门投资建设了 4 套

污水处理系统，餐厨等生活垃圾“量身定

制”收运线路，确保统一收集，应收尽收。

景区附近村里还组建了清漂、护水、护林

队伍，常态化开展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努

力保护好一库碧水。 马意翀

河南淅川：立足水源地区位优势让绿水含“金”

绿水青山在“天府”
———四川夯实高质量发展绿色本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