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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生态
构筑绿色屏障

西峡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

源核心区，汇水区面积占全省的

40%，占南阳市的 49.6%，占整个丹

江口库区的 14%，是库区汇水面积

最大的县。

保护水质就是最大的政治。该

县确立“生态立县”理念，实施立体

生态治理模式，始终保持山上原生

态林木郁郁葱葱，山腰梯田果树硕

果盈枝，山下猕猴桃长廊一望无际，

河中清水长流 ......
围绕提高现有森林的质量和生

产力，西峡县全面开展了森林抚

育。2017年以来，已完成森林抚育

79.3 万亩，林木年生长量增加 16.3
万立方米，绿色底色得以加浓，森林

景观更为优美，森林的主体功能更

为彰显、鲜明。

立足强化水源涵养区的生态功

能，西峡县以水源涵养林、国家储备

林建设、长江防护林、退耕还林等项

目为抓手，采取荒山造林、封山育林

等多种途径，完成生态造林 9.52 万

亩。突出优化林种结构和树种结

构，主打乡土树种特色，造林成活

率、保存率全面达标，一次性通过省

级检查验收。

推动廊道绿化向多彩、美化升

级，该县累计投入资金 8000多万元，

全面提升了境内 200余公里高速、国

（省）道、景区道路的绿化质量，廊道

整体绿化覆盖率达到 95.8%，建设了

沪陕高速丹田段等 10个出入境口地

段的绿化精品工程，为县域建设描

绘出绿色主画轴。

除了植树造林“增绿”，该县强

力推进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为水

源 地 构 筑 坚 不 可 摧 的“ 生 态 屏

障”。该县筹措 3000 多万元，按照

每户 10万元进行以奖代补，对禁养

区内的 323家养殖场（户）实施关闭；

2018 年全县关停禁养区养殖户 67
户，治理非禁养区养殖场 12户。加

强对 2017 年非禁养区内 29 家规模

养殖场治理的监管，保证治理配套

设施正常运行。畜禽规模养殖场粪

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到 100%，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95%以上。

转型升级
致力绿色发展

隆冬时节，寒风凛冽。位于产

业集聚区的西峡县宝能新能源公司

1×30MW 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建设

工地，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施

工场面，一辆辆运输车来回穿梭。

该项目总投资 3.5亿元，年可焚烧秸

秆、香菇菌棒等生物质燃料 30万吨，

节约标准煤 8.7万吨。项目建成后，

可实现年产清洁电力 1.93 亿千瓦

时，年供清洁热力 60.9万吉焦，年产

值 1.59亿元、税利 1500万元。

宝能新能源生物质热电联产项

目仅是该县 2019年重点推进的 162
个高科技项目之一。面对“保生态、

保水质”的政治担当，该县以壮士断

腕的决心和勇气，果断为工业发展定

“调”：涉水项目不能要、污染项目不

能要、高耗能项目不能要；绝不能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宁要生

态环保的低速度，也不要破坏环境的

高速度。近年来，该县因环评不过关

而否决的项目多达近百个，先后关停

了水泥、造纸、玻璃等重污染企业 237
家，依法取缔了小黄金、小石墨、小炼

钒等“十五小”项目 786个，否决了不

符合环保要求的新项目 40余个。

致力“绿色发展”，“高新项目”

扎堆落地。该县致力工业经济“高

新化、智能化、绿色化、品牌化”，把

项目建设作为扩总量、调结构、促转

型的基础支撑，围绕建设先进制造

业强县，突出抓好西排公司涡轮增

压壳、众德公司机器人智能化改造、

特材公司高温油气分离设备等“高

新项目”，引导企业走生产智能化、

产品高端化、品牌国际化道路。今

年谋划推进的 162个重点项目具有

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

强、绿色环保等特点，其中 14个项目

列入省市重点项目。

西峡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

的典型深山县，土地的制约因素迫

使该县必须转变农业生产观念，发

展现代高效农业是唯一出路。该县

审时度势，把猕猴桃和香菇产业作

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主导产业大

力培育，着力把猕猴桃自然资源优

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目前全县

已获得绿色认证基地 3万亩，有机认

证和认证转换期基地 3000亩。西峡

香菇从 2005年开始走出国门，出口

货值由当年的不足 300万美元提升

到 2018年的 11.8亿美元，创造了 14
年增长了近 400倍的奇迹，西峡香菇

已经连续 5年领跑河南食品农产品

出口，累计出口创汇 53亿美元。

以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农田

变成车间，实施标准化生产，该县采

用“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生

产经营模式，对农产品实行统一育

种、统一管理、统一收购，强力推进

无公害有机种植。投资 2000万元建

立了猕猴桃研究所和食用菌科研中

心，制定了香菇、猕猴桃生产技术规

范，与中国林科院、中国农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权威机构建立

长期合作关系，推广生态有机种

植。宛西制药投资 1000 万元，在 8
个乡镇建立山茱萸 GAP 基地，公司

为药农提供技术和农资支持，对产

品实行保护价收购。

截至目前，全县已发展无公害山

茱萸 22万亩、猕猴桃 13.5万亩，香菇

年产量 20万吨，有 30多种名优产品

叫响国内外市场，全县有机、绿色及

无 公 害 农 产 品 种 植 面 积 比 重 达

67.6%，山茱萸、猕猴桃、香菇荣获“中

国地理标志产品”称号，跻身国家生

态原产地保护产品行列。数据显示，

香菇、猕猴桃、山茱萸三大特色农业

年产值达 51.5亿元，对西峡农民人均

纯收入的贡献份额超过 65%。

内外兼修
提升颜值气质

家住双龙镇石槽村的饶允都每

天都会对所管辖的 5公里河道进行

巡查，他不仅仅是该村的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同时还担任蛇尾河

流经该村的河长，对河道的生态环

保工作负全责。“作为蛇尾河石槽段

的河长，我感到肩上沉甸甸的政治

责任，只有保证每条小河清水长流，

才能确保一河清水汇丹江、一渠清

水永续北送。”谈到河长的职责使

命，饶允都感慨颇深。

饶允都仅是该县三级河长中的

一员，在西峡，同他一样拥有河长头

衔的干部有 455 名，其中县级河长

11 名、乡级河长 160 名、村级河长

284名，分别由县处级领导、乡科级

和村两委干部担任，他们负责管护

全县总长 1390公里的 115条规模河

流和 66座水库。西峡县实施的河长

制始自 2016年，是全省率先建立起

县乡村三级河长制工作体系的县。

为保障工作的全面实施 ,县财政拨付

河长办经费 100万元，一河一策编制

经费 150万元，每年解决巡查保洁员

管护经费 511 万元 ,为河长制工作

的长效实施提供了保障。仅今年以

来，县级河长共巡河 56次，乡级河长

累计巡河达到 690余次，通过巡河督

查，累计向 19个乡镇街道下发了河

道问题督办单 65份，协调解决各类

涉水问题，保证县域内所有河流达

到岸绿、河畅、水清、景美。

近年来，西峡县努力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打造宜居宜养、宜业宜游

的美丽乡村，推动农业、旅游业融合

发展。围绕创建国家生态县、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目标定位，统筹

抓好森林生态、流域生态、农业生

态、城市生态“四大生态”建设，实施

“百河千村（自然村）万人清河行动”，

加强水源保护区生态环境治理，修复

生态湿地 20个，实施了 13条河流重

点河段综合治理工程。投资 5.3亿元

在鹳河和淇河沿线实施了 11个乡镇

污水处理厂、12个乡镇垃圾处理场建

设工程，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81.88％，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达 60.84％。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县财政每年投入 2000
万元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采取 PPP模
式，投资 6亿元推进农村道路硬化、

文化广场建设、农村亮化工程、农村

污水治理、公厕改造、河道治理等十

类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环境实现“绿、

洁、畅、亮、美”。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

丽，蓝天也是幸福”。独特的生态资

源，科学的发展理念，不仅没有拖慢

发展速度、挤压发展空间，反而让西

峡在新一轮发展中赢得了先机，闯

出一条持续健康发展的新路，实现

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互动共

赢”。五年来，全县生产总值由 2013
年 的 181 亿 元 增 长 至 2018 年 的

265.2 亿元，年均增长 7.9%；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由 57.5 亿元增长至

98.2 亿元，年均增长 11.3%；地方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由 8.47亿元增长至

15.27亿元，年均增长 12.5%；农民人

均纯收入由 10140 元增长至 16538
元，年均增长 10.3%；城镇居民人均

可 支 配 收 入 由 21050 元 增 长 至

32065 元，年均增长 8.8%。“我们将

保持加强水源区生态建设的战略定

力，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

护建设的关系，积极探索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路子，努力让西峡的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为确保一

渠清水永续北送作出新的贡献。”西

峡县委书记周华锋感言。②9

核 心 提 示
2019年 12月 12日，南水北调中线通水整整

5周年。五年来，地处核心水源区的西峡县，面

对“保生态、保水质、惠民生、促发展”的政治责任

和历史担当，立足于建设“豫鄂陕接合部高效生

态经济示范区、南水北调核心水源涵养区、健康

中原核心功能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发展定

位，坚守生态红线，坚决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倒逼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坚持“经济生态

化、生态经济化”发展理念，走出了一条“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道路。

森林覆盖率达 76.8%，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稳定提升，荣膺“中国天然氧吧”、“全国百佳深

呼吸小城”称号；出境水质达标率达 100%，连续

14届蝉联省“红旗渠精神杯”，连续 17年获评市

“兴水杯”；以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县

城创建成果，创建省级森林城市、省级健康县

城为主要内容的“双提双建”工作扎实推进，群

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地

处八百里伏牛山腹地的西峡县，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互动共赢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隆冬时节，记者探访南水北调水源

地，追寻该县“保水质、护运行”的生动实践。

碧水润城景色新碧水润城景色新

通讯员通讯员 靳义学靳义学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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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萸映红果农笑脸 特约记者 王玉贵 摄

有机种植果农增收 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香菇产业富民强县 本报记者 陈琰炜 摄

峡江碧水石门湖峡江碧水石门湖 通讯员通讯员 张浩军张浩军 摄摄

撰 稿：本报记者 陈琰炜

特约记者 杨文甫 封 德

在风景秀丽的鹳河生态文化

园，刚刚建成的城市会客厅让前来

休闲的市民流连忘返；在独具豫西

民居特色的丁河猕猴桃小镇，三五

成群的游客走进位于村头的猕猴桃

博物馆了解猕猴桃知识；在五里桥

镇白庙民俗文化村，独具匠心的农

耕文化街区记载着文明的进步历

程，勾起人们无限的怀念和乡愁

……走进西峡城乡，一张张“美丽面

孔”或妩媚多彩，或淡雅清新，竞相

展示着生态西峡的动人颜值，谱写

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华美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