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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夏粮获得丰收 增产72.5亿斤

“我和父亲一直在汉江上
摆 渡 。 眼 瞅 着 生 态 环 境 一 年
比一年好，河水变清了，朱鹮
有 时 还 会 飞 到 船 上 。”7 月 13
日，洋县龙亭镇闫家岭渡口船
夫王瑞说。

夏日的洋县傥水河畔，绿
树红花迎风摇曳，一群朱鹮和
野生白鹭时而在空中盘旋，时
而 在 水 中 觅 食 。 在 紧 邻 河 岸
的纸坊街道草坝村，村前是中
科 院 洋 县 黑 米 朱 鹮 栖 息 案 例
试验基地，村后是万亩黄金梨
园。秀美青山、如画田园、别
致村舍，将这里装扮成网红打
卡点，每逢节假日，游客纷至
沓来。

行走在美丽的朱鹮之乡，
随处可见山水相拥、乡田相望、
城绿相融的和谐景象。

风光美丽，这要得益于洋
县多年保护朱鹮取得的成效。
1981 年，朱鹮在洋县被发现，
40 多年来，历经发现、抢救、繁
衍、壮大，目前朱鹮种群数量已
经突破 1 万只，受危等级由“极
危”降为“濒危”，栖息地由最初
发现时的八里关镇姚家沟村逐
步向东亚历史分布地恢复，朱
鹮从发现到保护，从繁衍到兴
盛，创造了从孤羽 7 只到万鸟
竞翔的生态奇迹。

近年来，洋县坚定不移走
绿色循环发展之路，绿色本地
更 加 殷 实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68.6%，“5＋1”治水建设幸福
河湖三年行动成效显著。汉江
出境水质稳定达Ⅱ类标准，集
中 式 饮 用 水 源 地 水 质 达 标 率
100%，县域各考核断面水质达

标 率 100% ，留 住 了“ 绿 水 青
山”，积累起来的绿色动能逐渐
筑起了“金山银山”。

在 华 阳 古 镇“ 超 哥 农 家
乐”，老板闫超和爱人正在厨房
忙忙碌地给客人做菜。“我们
2009 年在生态旅游带动下，经
营了农家乐。这里的好山好水
吸引了很多游客，我们的生意
很不错，日子越过越红火。”闫
超高兴地说。

“我带着家人，从贵州前来
游玩。这儿空气特别清新，简
直就是天然氧吧，在这里心情
舒畅，让我们的身心很放松。”
在华阳自然居农家乐休闲旅游
的贵州游客刘萌说。

通过完善生态保护和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洋县发挥

“旅游＋”优势，促进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不断提高森林资
源和水资源科学利用水平，推
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
展有机统一，坐收生态“绿”利，
助力乡村振兴走出新路。2023

年，共接待游客 1088 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60 亿元。

在洋县康原生态农业有限
责任公司的包装车间，10 余名
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按照订单
装货验货。负责人王亮说：“今
年我们的货源充足，近 10 天就
要向江苏省如皋市发 30 多万
元的黑米、粉条等有机产品。”

擦亮朱鹮名片，做好有机文
章。洋县立足保护朱鹮形成的
生态优势，积极探索“用勤劳双
手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丽”的
实践路径，以绿色发展引领乡
村振兴、建设美丽家园。注册

“朱鹮牌”商标 6 大类 50 余种、
“朱鹮之原”集体商标 2 件、产品
商标 21 件，有机产品实现了名
优产品称号全覆盖。截至 2023
年，累计认证有机产品 15 大类
111 种，培育链主企业 23 家，发
展有机产品生产企业41 家。

如今，一幅“蓝天、碧水、净
土”交相辉映的生态文明美好
图景，正在洋县大地徐徐铺展。

朱鹮之乡筑起“金山银山”
本报记者 张晓强 通讯员 张恤民

7 月 11 日，游客在西安市长安区长

安唐村景区一间茶馆内休闲。

近年来，西安市长安区依托秦岭北

麓自然风光禀赋与唐代历史文化等人

文底蕴，大力推动乡村旅游业发展。当

地通过加快农文旅融合项目建设，打造

多层次 、差异化的旅游业态和旅游产

品，使一些村庄焕发出富有活力的新面

貌，受到许多年轻游客和市民的青睐。

邵瑞 摄

诗意田园

青山、碧水、节能、低碳，转型升
级、生态友好、循环发展……放眼陕
西，一个个跃动的绿色符号，串联起绿
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全产业链，不断诠
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涵。
本期《乡村振兴专刊》将聚焦“三北”工
程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秦岭国家公
园建设、林业产业转型发展、乡村古树
名木保护等方面，展示我省持之以恒
创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化绿
色发展理念，打造生态宜居、产业兴旺
的城乡新面貌，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
绿色活力的生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