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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完善制度体系建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生态文明创建助力高质量发展

◆肖颖张殿程

近年来，陕西省积极完善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
建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生态制度、生态安
全、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生活和生态文化等方面综合提
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打造了一批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和“两
山”理论的鲜活案例及样本。自 2017 年开展创建工作以来，
陕西省 12 个县被命名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获评 6 个

“两山”理论实践创新基地，为陕西省其他地方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推动绿色发展树立了标杆。截至目前，全省 3 个市（汉
中、安康、韩城）、35 个县（区）以规划为引领，启动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创建，初步形成了点面结合、多层次推进的建设
体系，推动各地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化。

抓好顶层设计。为加快推进陕西省生态文明建设，不断
提升各地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针对不同地区创建的基础，参
照国家有关文件，陕西省结合实际，印发了《陕西省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管理规程（试行）》和《陕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建设指标（试行）》，全面推进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建
工作。抓规划质量。严格创建规划评审工作，把规划引领作

为推动各地统筹、持续推进创建的重要抓手，2021 年以来，
先后组织开展了商洛市柞水县、西安市蓝田县、航空基地、航天
基地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规划评审，汉中市宁强县、安康市
石泉县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规划修编评审工作，为全省创建工
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抓过程指导。建立全省生态文明示范
创建工作交流联络机制，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在线随时解答
各县（区）在创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指导创建地区按时报送
创建材料，强化创建工作过程指导，确保把创建的基础性工
作做扎实。抓示范带动。通过各级媒体积极宣传生态文明
示范创建典型事迹和成功经验，为各地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推动绿色发展树立标杆，通过示范效应提升各地申报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和“两山”理论实践创新基地的积极性。

各地以生态文明创建工作为抓手，筑牢绿水青山的生态
基础；发展壮大生态经济，持续释放绿水青山的生态红利，促
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深度融合；积极探索制度创新，
健全绿水青山的保护机制，为实现“两山”理论转化提供保
障。各地总结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协同推进的经验，
探索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路径，树立了践行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示范样板。

凤县是国家生态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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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麝之乡、中
国花椒之乡。近年来，凤县坚持“绿色发展、聚力
转型突破”的目标，积极践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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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工业转型。以生态化、集群化为方向，引进培
育高新技术企业；推进矿山技改、绿色矿山建设，

实现了工业转型升级。聚焦生态农业。精心打造
大红袍花椒、高山无公害蔬菜、地道中药材、中峰
养殖和林麝养殖“五大特色产业基地”。聚焦全域
旅游发展。深度挖掘红色文化、羌文化、乡村民俗
等旅游资源，形成了生态游、康养游、红色游、研学
游、民俗游等板块。聚焦机制创新。成立镇级生
态环境所，建立生态网络管理体系，形成了“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无缝对接”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2021 年凤县地表水达到 II 类水质标准，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361 天，森林覆盖率 80.4%，人
均绿地面积 36.4平方米。

佛 坪 县 地 处 秦 岭 南 麓 ，森 林 覆 盖 率 高 达
91.19%，素有生物基因库、天然氧吧之称，大熊猫、
金丝猴、羚牛、朱鹮秦岭“四宝”齐聚于此，是“大熊
猫的家园”和“中国山茱萸之乡”，是陕西省首批加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
县之一，也是国家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水源涵养
地和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的主要调水点。

近年来，佛坪县坚守“两山”理论，实施“生态
立县、林药兴县、旅游强县”发展战略，加快构建

“一旅二养三药”绿色生态产业体系，成立佛坪县

“两山银行”，将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探索出
了“依靠山水、融合发展”的“佛坪模式”。坚持用
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扎实
推进三大保卫战，统筹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
统治理，生态环境质量连年保持稳定，居于全省前
列，绘就了环境优美、生态良好、人居整洁的静美
佛坪生态画卷。以秦岭山水为本底，以“四宝”及

“中国熊猫第一县”为特色，坚持多元融合，打造
“一轴两翼三环四区”旅游新格局。依托自然资源
和地理优势，以中药材、食用菌、中蜂、土鸡、生猪、
魔芋、猕猴桃、休闲农业等为主的特色农业产业持
续稳定发展，佛坪山茱萸、佛坪土蜂蜜获得国家地
理标志认证，山茱萸列入国家食药同源类物质管
理试点。

宝鸡市渭滨区 78%的面积位于秦岭北麓浅山
林地，黄河最大支流渭河穿城而过，“山、水、城、
人”自然和谐相处。拥有“中华第一古物”先秦石
鼓，中国最大的青铜器博物院坐落于此，有“炎帝
故里”“青铜器之乡”的美誉。

渭滨区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目标定位，发挥生态
优势，统筹城乡发展，荣获了 2020 中国智慧城市
示范城市、2021 年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最
美中国文化旅游区”等多项荣誉称号，清姜河被评
为“最美家乡河”。

在优化城乡与产业发展布局方面，渭滨区统
筹推动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文化空间
系统建设，构建渭河两岸生产生活核心区、渭河水
系带、秦岭保护带的“一核两带”绿色发展格局。
盘活文旅资源，做优生态旅游，推动三产融合。聚
焦建设国家人居环境一类县区，统筹推进“厕所革

麟游县位于八百里秦川最西端，宝鸡市东
北部，渭河支流漆水河上游，属黄土高原丘陵沟
壑区。隋唐时期，就在这里修建了举世闻名的
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留下了九成宫遗址、《九成
宫醴泉铭》碑和慈善寺石窟等享誉国内外的珍
贵文物和历史遗迹。

麟游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积极开展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创建，认
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
态立县”基本战略，全县在“蓝天、碧水、净土”
三大保卫战中取得显著成效，空气质量稳居
关 中 69 个 县（区）前 列 。 县 域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新格局逐渐形成，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和煤炭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初 见 成 效 ，区 域资源利用效率
显著提升。通过多举措筑牢生态安全防线，积
极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大力培育生态文化，逐渐
走出了一条经济、社会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

“多赢”之路。

宁强县位于陕西省西南，地处陕西、甘肃、
四川三省交界、汉江源头，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秦巴生物多样性保护
重点生态功能区，素有“三千里汉江第一城”“蜀
道明珠”等美誉。

宁强县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深刻秉持“两山”理论，坚守“一泓清水永续
北上”政治任务，突出绿色循环、生态宜居战略
定位，以巩固提升良好生态本底为基础，立足良
好的自然资源禀赋，做大农业优势集群、做优产
旅融合，景旅、文旅、农旅、产旅多项强势融合，

生态“红利”不断激活转化成为生态经济、生态
资本，“三生融合”成为宁强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新引擎。以创新生态文明管理体系为突破，
坚持规划引领、全民参与、系统治理，积极打造
秦 巴 腹 地“ 生 态 优 先 、绿 色 发 展 ”的“ 宁 强 样
板”。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为抓手，
狠抓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流域治理、水生态保护
工程，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
战。汉江、嘉陵江出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Ⅱ类
以上标准，优良水体占比 100%，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常年在 340 天以上，优良率 96.98%。以生
态文明建设为绿色引擎，成功探索走出了一条

“生态美、环境优、城镇靓、产业强、百姓富”的绿
色发展之路，“宁强蓝、宁强绿”已成为城市发展
的靓品牌、新名片。

石泉县地处陕南，因“城南石隙多泉、径流
不息”而得名，素有“秦巴水乡·石泉十美”“丝路
之源·金蚕之乡”“鬼谷故里·智慧之乡”之称，是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南水北调重要的水
源涵养地、西部重要的电力能源基地。

石泉县大力实施“生态立县”战略，从打造
宜游、宜业、宜居“三宜”石泉，到建设“两山”理
论实践创新基地、全国文化旅游名县、西北生态
经济强县“三县”定位，牢固树立“两山”理论，把
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作为推进产业转
型升级、激活县域生态竞争力、提升群众幸福指
数的有力抓手，不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石泉县坚决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失职追责”要求，将生态文明建设工
作纳入各镇、各部门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大
力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秦
岭巴山生态环境保护，深入开展城乡环境综合
整治。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山林经济、循环农业等生态环境友好型产业，良
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最大
优势和最强底气，创新探索走出一条生态经济
化、经济生态化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宝鸡市凤县宝鸡市凤县

汉中市佛坪县汉中市佛坪县

柞水县地处秦岭腹地，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重要水源涵养地，植被覆盖率达 88％，负氧
离子每立方厘米最高达 1.5 万个以上，2021 年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360 天，被誉为“城市之肺”“天
然氧吧”。

柞水县大力推进生态优先战略，全面启动“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不断创
新拓展“两山”理论转化通道，建立健全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以“居、
游、养、娱”为重点，加快打造文旅、农旅、康旅、体
旅、科旅“五个融合”的旅游新模式，全面开启“秦

岭闺秀、天然氧吧”品牌建设，全力打造更具魅力
的“西安南花园、清肺度假地”。全力做好山水治
理、环境提升、“生态+文化+发展”三篇文章，突出

“柞水木耳、医药健康、文旅产业”三大品牌效应，
探索形成具有“柞水特色”的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
之间的良性转化路径。

柞水县牛背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
界生物圈保护区”、营盘被国际慢城联盟总部命名
为西北首个“国际慢城”，柞水县先后获得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2021“艾里缇斯”国际奖最美中国
旅游县和年度文旅创新型示范县、全国百佳深呼
吸小城、中国最美休闲度假胜地、省级生态县、省
级森林城市、省级园林城市等 60 余个称号，涌现
出了“小木耳大产业”、医药健康产业、特色乡村旅
游等一大批“两山”理论转化典型案例。

商洛市柞水县商洛市柞水县

宝鸡市渭滨区宝鸡市渭滨区

宝鸡市麟游县宝鸡市麟游县

汉中市宁强县汉中市宁强县

安康市石泉县安康市石泉县

命”、生活垃圾治理、农村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
升等。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渭滨区坚持以改善环
境质量为导向，以生态环境建设引领经济发展、
以经济发展保障生态环境建设，坚决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不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
治理力度，生态环境状况实现稳中向好。在西北
地区成为“工业城区生态最优、生态城区工业最
强”的城区之一，走出了一条具有“渭滨特色”的
高质量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