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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生态文明促进会、南阳日报社联合评出

2017年南阳生态文明建设十件大事

南水北调中线成功调水

90亿立方米
一渠清流向北京，满含南阳人民情。截至2017

年8月7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经累计向华北地区
输水90亿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四省市
5310万人。其中，北京市分水25亿立方米，受益人口
1100万人；河南省分水31亿立方米，受水市县37个，
受益人口1800万人。

全市1000多万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呵护
着丹江口水库及库周的条条清流，水源区3个县在增
绿、减污的同时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尤其是淅川、西峡

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50%，形成了“森林环抱清水”的
生态新格局。据环境监测部门数据显示，丹江等4条
河流水质均达到国家Ⅱ级以上标准，南阳水源地水质
已连续7年保持优良。令人惊喜的是，拥有“世界神
鸟”之称的斑尾塍鹬迁徙时曾在淅川库区歇息，标志

着水源区生态向好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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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白河水系水环境保护条例》

正式施行

《南阳市白河水系水环境保护条例》由南阳市第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6年10月28日通过，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17年3月30日审
查批准，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

为了宣传《条例》，南阳市生态文明促进会、南阳

市社区志愿者协会共同发起“孝敬白河母亲河·保护

生态水环境”大型公益活动，倡导全民常态化参与星

期六下午义务劳动，爱心企业、公益团队集中活动，义

务认护白河和8条内河，协助护水护绿护公共设施，捡
垃圾，监督举报投污排污、破坏公共设施等不良行为，

共同保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南阳有机农业发展

成效斐然

我市强力实施现代农业强市建设专项行动，重点

发展绿色有机农业，全市有机农产品认证数量和面积

均居全国地级市之首。全市在有效期的有机（含转

换）证书达264张，涉及469个产品；绿色食品证书83
张，涉及83个产品；地理标志产品12个。2017年，南
阳市出口食品农产品总货值达70.1亿元，同比增长
17.3%，出口食品农产品企业145家，居全省第一。我
市力争建成全国知名的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京

(津)地区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豫鄂陕
毗邻区域有机农产品加工交易中心。

南阳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

2017年，我市中心城区环境空气优良天数 235
天，位列全省第5名，同比增加36天，提前两个月完成
省政府下达我市年度优良天数205天的目标任务；可
吸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107微克/立方米，位列全
省第4名，同比下降10.1%；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
58微克/立方米，位列全省第2名，同比下降7.9%，空
气质量实现“一增两降”。南水北调调水水质稳定在

Ⅱ类以上水平，满足调水要求；中心城区集中式饮用
水达标率100%；全市10个国家考核断面水质平均达
标率99%；14个省控目标责任断面水质平均达标率
96.4%。全市环境质量趋于向好，多次受到省政府、省
环境攻坚办通报表扬，先后获得省政府生态补偿奖励

资金1906.5万元。

风电光伏项目建设 硕果累累

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和各项新能源政策，

紧紧抓住国家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机遇,充分利用资源
优势，积极谋划和实施了一批新能源发电项目，发展迅速，成效

显著。

2017年，我市争取到50万千瓦的风电建设规模，位居全省第一，
项目核准工作已全部完成。到2017年底，全市已列入国家计划的项
目总装机182.6万千瓦。其中已建成投运风电项目总装机为44万千
瓦。全市地面集中电站已建成并网总发电规模为24.7万千瓦。紧紧
抓住国家实施光伏扶贫工作的重大政策机遇，把光伏扶贫作为产业扶

贫的突破口和促进贫困群众增收的重要举措，精心组织，周密实施，全

力推动光伏扶贫项目建设，现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为完成脱贫攻坚

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全市共建成光伏扶贫项目26.5万千瓦，总投资
达20亿元以上。

南阳喜获

“国家卫生城市”殊荣

2017年7月14日，从市“双创”
工作指挥部传出喜讯，全国爱卫会当

日正式公布了2015-2017周期国家
卫生城市（区）名单，我市被命名为国

家卫生城市，南阳再添一块国家级

“金字招牌”。这是全市上下 力同

心、克难攻坚的结果，对增强广大居

民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提升

中心城区的首位度和宜居度、承载力

和辐射力，建设生态美丽南阳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宜居宜业新城区、内河治理及水系建设

有序推进

按照“满城绿色半城水”的理念，新城区“发展总

体规划纲要”经过半年多努力初步形成，总体规划正

在编制。

月季园及月季大道两个项目已于2017年10月12
日正式开工建设。根据要求，2018年5月1日前，月季
大道将实现竣工通车。2018年年底前，南阳月季园将
竣工，2019年将作为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主会场惊艳亮
相。同时，北至北外环、西至白河、东至外环、南至月

季大道，包括商务中心区在内的24.8平方公里范围
内，主干路网基本形成，项目密集落地，大型社区开工

建设，掀起新城区项目建设第一轮高潮。

内河治理、水系建设有序推进。其中，汉城河综合

治理工程招标范围内的截污工程已全部完成，河道工

程完成总工程量的99%，梅溪河综合治理工程截污工
程已完成总量的92%，三里河综合治理工程截污工程
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1%。温凉河经过治理，如今风景
如画。溧河、十二里河综合治理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城市绿化美化

再上台阶

我市启动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以来，大规模

植树造林，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36.56%，中心城区森
林覆盖率达到40.2%。2017年以来，以“三区三带”
（桐柏山地生态区、伏牛山地生态区、平原生态涵养

区和南水北调中线干渠生态走廊、沿白河生态涵养

带和沿淮河生态保育带）为重点区域，全市完成造林

50.92万亩。中心城区造林绿化方面，加强城市公园、
街头绿地、绿荫景观街道、园林单位、林荫停车场和

绿道建设；实施拆墙透绿、屋顶绿化和垂直绿化，不

断扩大城市绿化面积，增加城市绿量。

2017年8月16日，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南阳
市城市绿化条例（草案）》征求意见会议。《南阳市城市绿

化条例（草案）》对加强我市绿化建设和管理、保护和改善

生态环境、建设绿色宜居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旅游定位

避暑养生地 南阳老界岭

清风碧如水，夏凉雨如春。老界岭是南阳伏牛

山世界地质公园核心区域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

内峰峦叠嶂，森林覆盖率高达97%，空气质量常年在
优质以上，湿度适中，负离子含量高，每立方厘米高

达4.6万个。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是天然的避暑
胜地，被誉为“天然氧吧、度假乐园”。

我市以打造山地避暑旅游胜地为目标，把山地

避暑旅游作为转型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依托多重优

势，整合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创新布局山地避暑养

生文化，致力形成从生态观光、自然探索、运动体验

到避暑度假、休闲养生的完整体系，现在以老界岭旅

游度假区为代表的山地避暑旅游发展迅速。我市因

势利导，将南阳旅游定位为避暑养生地，主打老界岭

品牌。

全市四级河长制

全部建立

我市自我加压，2017年全面推行河长制，加快水
生态建设步伐。

我市率先建立起市、县、乡、村四级河长制，从丹

江、白河到村头河沟都有了负责人，河边上竖立起河

长制公示牌。丹江、白河、唐河、淮河四大水系和中心

城区内河的河长为“一级河长”，由市委、市人大常委

会、市政府、市政协主要领导担任。四大水系干流及

其支流流经的县区河长为“二级河长”，由所在县区党

委、政府(管委会)主要负责人担任。乡镇(街道)辖区河
流河长为“三级河长”，由所在乡镇(街道)党委、政府主
要负责人担任。村(居委会)辖区河流河长为“四级河
长”，由所在村(居委会)主要负责人担任。在保护母亲
河行动的基础上，南阳治水更上一层楼，“五水共治”

让白河变白、丹江水鸟飞回。③4

2017年，全市上下认真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牢

固 树 立“ 四 个 意 识 ”，统 筹

推 进“ 五 位 一 体 ”总 体 布

局 ，经 济 、政 治 、文 化 、社

会 、生 态 文 明 和 党 的 建 设

得 到 全 面 加 强 ，为 开 启 新

时 代 南 阳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新 征 程 奠 定 了 坚

实 基 础 。 在 市 委 、市 政 府

的 正 确 决 策 领 导 下 ，南 阳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主 要 体 现 为

十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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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避暑养生 度假乐园

图② 红叶满山 层林尽染

图③ 有机农业 高效惠民

图④ 一渠清流 永续北送

图⑤ 北方水城 名副其实

图⑥ 宜居宜业 美丽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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