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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兴则经济兴，工业强则发展强。
黄陵矿产资源丰富，是全省煤炭能源基地。走进陕

煤集团黄陵矿业一号煤矿宽敞明亮的智能调度指挥中
心，采煤机司机身着西装、手握操控柄，盯着屏幕上的智
能化综采工作面，只见采煤机巨轮上下翻滚，坚硬的煤
层被片片削落，如流水般通过刮板运输机源源不断地运
往地面，偌大的工作面看不见一个人的身影……

“坐在调度指挥中心，只要通过按钮进行挡位切换，
很轻松就能完成设备开停、割煤、运输整套采煤作业流
程，干活儿很轻松。目前，已实现单班全工作面无人干
预、自主规划截割 7刀煤的最好成绩。”黄陵矿业一号煤
矿机电副矿长张玉良介绍。

智能化建设是煤矿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技术。近年
来，黄陵矿业将“智能化”列为重点建设项目，大力实施
煤矿智能化建设，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在此过程
中，黄陵矿业一号煤矿、二号煤矿成功入选国家第一批
智能化示范煤矿。

2023年 4月，全国煤矿智能化建设现场推进会在黄
陵县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法作了专题讲座，有关
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并实地
观摩了陕煤集团黄陵矿业公司煤矿井下智能化生产及
辅助系统，黄陵矿业智能化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优煤、增电、促转化。黄陵县立足打造省市千亿级
煤炭电力产业集群核心区，以煤、电、化工和绿色载能产
业链发展推动新型工业化。

黄陵店头电厂一期2×660MW电厂项目经过紧张有
序的施工调试后，于 2023年 6月顺利实现“双机双投”。
店头电厂二期 2×100万千瓦项目已经开工建设，另外还
在谋划建设一个 2×100万千瓦电厂。其中，已经投产的
2×66万千瓦电厂采用了间接空冷两机一塔、等离子点
火、湿法深度脱硫等一系列先进技术，供电煤耗、厂用电
率、烟气污染物排放指标等参数达到国内同类型机组领
先水平，具有绿色环保、超净排放、节能高效等特点，对
黄陵实现煤电转换和延长产业链条意义重大。

在黄陵循环生态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40万立方
煤矸石制陶粒项目现场，办公楼和生产区土建工程已经
完成，设备安装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据项目负责人介
绍，计划于今年八九月份开始点火试运行。

煤矸石处理一直是困扰煤矿的难题，此次在建的煤
矸石制陶粒项目，以煤矿开采产生的固废煤矸石为原料，
采用“全密闭、全流程、全消纳、全利用、全链条”的生产模
式，实现煤矸石等工业固废的综合利用，此项目也是黄陵
县践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方针的一个生动实践。

2月10日，正值春节假期。黄帝陵景区人气火爆，现场
鼓声阵阵，掌声不断。当天上午，以“龙鼓贺春、汉服迎宾、
彩龙飞舞”为主题的新年迎宾礼在黄帝陵景区举行。少年
儿童手持彩带，脸上洋溢着笑容，迈着欢快的步伐从轩辕
桥奔跑至桥南广场，汉服展演人员则身着华丽的服装，姿
态优雅、缓步前行，喜迎八方来客。

今年春节假期，黄帝陵景区举办了 12项主题文化旅
游活动，并实行网上预约免门票惠民举措，假期累计接
待游客 25.21万人次，让游客在传统年味中体验寻根祭
祖文化。

“举行系列主题文化旅游惠民活动旨在以实际行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全球华人度过一个欢乐、祥和、
文明的春节。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宣传，打响品牌，使黄帝
陵文化旅游系列活动特色化、常态化。”黄帝陵保护管理服
务中心工会主席刘珊介绍道。

每年除了高标准办好清明公祭、重阳民祭等祭祀典礼
之外，还积极开展面向海内外的交流活动，组织举办黄帝
文化学术论坛、海外华文媒体寻根祭祖行等系列活动，讲
好黄帝故事、黄帝陵故事，让中华儿女从中溯到源、找到
根、寻到魂。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着丰富的森林资源，
黄陵县不断谱写着“两山论”的生动实践。距县城 40公
里的黄陵国家森林公园内森林茂密、地貌奇特、气候湿
润、水资源丰富，生态环境清雅迷人，被誉为“陕北九
寨，养生福地，户外天堂”。森林公园也先后被授予“全
国森林养生基地”“中国森林氧吧”“陕西省中小学生研
学实践教育基地”等 40 多个称号，并于 2021 年成功举
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山地自行车比
赛，目前，黄陵县正在积极推动森林公园创建陕西省旅
游度假区。

除此之外，随着中华始祖堂、黄帝陵游客中心、索洛湾
峡谷寨等一批具有竞争力、影响力的特色精品景区建成投
用，黄陵县开启了全域旅游的新纪元，推动旅游从“一日
游”向“多日游”、“过境地”向“目的地”转变。

文旅融合，以文促旅。近年来，黄陵县加强黄帝
陵文化的挖掘、研究和阐释，举办了黄帝陵文化学术
论坛、《黄帝内经》文化论坛、重阳节论坛暨第四届中
国老龄社会峰会、首届“黄帝杯”全国诗词大赛等活
动。据统计，黄陵县 2023年开展各类大型文旅活动 40
余场次，满足了人民群众和广大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
需求。同时，与多家旅行社、高校签约，建立县、校合
作实践基地，先后迎来高校近千名研学写生团队开展
研学写生活动。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
非遗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常态化展示展演，促进文旅
深度融合。

耕耘喜结硕果 笃行再创佳绩
——黄陵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综述

通讯员 李刚 记者 常青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黄陵县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地
肥水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是符合苹果生产 7项指标
的最佳适生区，苹果产业也成为黄陵县最具优势的一大特
色产业。

为了做大做强特色产业，近年来，黄陵县坚持以工业
化理念发展现代果业，实施科技强果、品牌强果战略，以新
主体、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五新”理念为引领，
推动果业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标准化生产。

“去年我的 5亩果园卖了 6万多元，还有 5亩新栽的果
树今年才能挂果，收入起码得翻倍，光景指定能再上一个
大台阶。”隆坊镇迂家塬村果农王朋在售卖了当年苹果后
满怀信心地说。

迂家塬村便是实施“五新”果园建设的先行村，该村引
进艾普公司、陕果集团等企业，使用北京林果所魏钦平教
授果业技术体系，推行技术标准化、体量规模化、产业集约
化，在果业主体、品种、技术、装备、模式上实现了创新发
展。

在推行“五新”果园建设的进程中，黄陵县组建农投公
司，引进龙头企业，培育现代经营主体，引进嘎啦、秦脆、红
富士等新优品种，推广省力化栽培、矮化密植、花期防冻等
新技术，通过“社会资本+集体经济+农户”模式，持续推进
果园施肥、打药、除草、采摘机械化及防灾减灾一体化建
设，果区高效节水系统实现全覆盖，果品商品率和生产效
益大幅提升，基本形成了“苗木培育、种植、贮藏、加工、销
售”一体化产业链条。

在2023中国品牌农业与市场年度评选中，黄陵翡翠梨
荣获年度新锐品牌 30强。黄陵县把翡翠梨产业作为继苹
果之后的又一特色产业来抓，按照高端水果定位，全力推
动翡翠梨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着力打造知名
度高、影响力大、竞争力强的地理标志品牌。

“黄陵翡翠梨经过生物学上的优选优育，表现为形正、
皮薄、肉细、核小、可食用率高、含糖量高、耐储等诸多优
点。该品种被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公认为‘中国第一
梨’。”谈到黄陵翡翠梨的优点，县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
销服务中心工会主席王小军如数家珍。

为了让黄陵翡翠梨成为带领村民致富的优势产业，黄
陵县着力推动产业先行，聚焦品牌效应，全面打造黄陵翡
翠梨品牌。目前，黄陵县已制定“黄陵翡翠梨”标准化栽培
技术，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果农严格按照栽培技术
栽植“黄陵翡翠梨”。截至 2023年底，黄陵翡翠梨总面积
1.4万亩，挂果面积0.5万亩，优果率达到86%，总产量0.8万
吨，翡翠梨已经成为黄陵农业的“新名片”。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除了塬面镇、办
发展苹果和翡翠梨产业之外，县上还在川道地区发展中草
药、水稻、大棚蔬菜水果等农作物种植，其中店头镇建庄村
苍术种植被列为国家工程实验室科技育苗基地、全省药用
植物科技示范基地。同时，梅花鹿、大闸蟹、林下中蜂等特
色养殖百花齐放，全县已形成以苹果、翡翠梨产业为主导，
特色种养为补充的现代特色农业新格局，在富民强农的同
时，也让乡村振兴活力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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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于时序中更替前
行，梦想在接续奋斗中实
现。近年来，黄陵县立足
“民族圣地·绿色黄陵”定
位，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一组组数
字可圈可点，一项项成绩
令人欣喜。

在刚刚结束的黄陵县
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显
示，黄陵县2023年全年
完成生产总值 277.2 亿
元、增长5.5%，固定资产
投 资 67.4 亿 元 、增 长
3.3%，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 1%，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 额 22.1 亿 元 、增 长
3.4%，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完成 42875
元、17783元，增长5.9%
和8.8%……全县经济运
行承压复苏、稳中向好。

● 黄陵发电公司2×660MW电厂项目
实现“双机双投”

● 黄陵翡翠梨喜获丰收

● 春节假期黄帝陵景区举办系列主题文化旅游惠民活动

● 黄陵矿业一号煤矿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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