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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黄龙的山山峁峁，一台
台白色风力发电机拔地而起，巨
大的风叶随着山风缓缓转动，一
片片蓝色的光伏板整齐排列，在
阳光下熠熠生辉，呈现出一派“接
天叶片迎风转，映日光伏别样蓝”
的新能源产业风光。

黄龙县界头庙镇位于陕北黄
土高原和渭北平原结合部，平均
海拔高度1500米左右，拥有得天
独厚的“风光”资源，为风能和光
伏等新能源发电提供了丰富的自
然资源。

2023 年，界头庙镇依托光
伏、风电等新能源项目，大力发展

“依山经济”，打造 T16网红打卡
地，建设最孤独的咖啡馆，走出了
一条景产、工旅深度融合之路。

在 T16号风机下，一场山顶
音乐会正在精彩演绎，趁着清朗
的山风，游客漫步其中，品味咖
啡，静享音乐，在落日余晖下合影
留念。一幅绿色风电与自然生态
环境、人文历史相融合的和谐美
好画面缓缓映入眼帘。

“听说界头庙这边有个咖啡音
乐节，我和朋友专程过来，让人感
觉很惊喜，边喝咖啡边欣赏落日余
晖，有机会的话我也要带家人来。”
来自西安的游客王柳青说。

无限“风”“光”，将大自然赐
予的清洁能源送往千家万户，让
界头庙镇的千亩草场风光披上了

“炫装”，也让一片片荒山、空地逐

渐变成带动当地群众致富的“金
山银山”。

目前，界头庙镇已累计投资
建成新能源发电项目 171.6MW，
其中风力发电项目100MW、光伏
发电项目71.6MW。

近年来，黄龙县紧抓国家鼓
励新能源产业和低碳经济发展的
政策机遇，深入挖掘黄龙山区域
风光资源优势，确立了以新能源
为主的发展思路，为黄龙“零污
染”发展强县富县找到突破口，成
为全市产业转型发展的典型。截
至2022年底，全县已经建成并网
新能源项目14个，总装机规模达
到561.6MW。

2023年 9月 1日，陕西省生
态环境厅会同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公布陕西
省低碳近零碳试点名单的通知》，
全省 13个县（区）、8个园区成功
入选全省首批低碳近零碳试点单
位，黄龙县位列其中。

绿，是黄龙最美的底色。下
一步，黄龙县将通过试点建设，进
一步夯实绿色低碳发展基础，全
面构建以绿色低碳为引领的现代
产业体系和清洁能源体系，持续
提升交通、城乡建设等重要领域
低碳发展水平，增强生态系统碳
汇能力，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
协调、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与
生态环境保护相融合的黄龙绿色
低碳发展新格局。

在绿意流淌的黄龙山之巅，呼吸浓
郁的负氧离子；在绵延不绝的莽莽林海
中，感受生态自然之美。在黄龙，人们随
兴而游，尽情领略着大好河山的美好风
光，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在黄龙大地上徐徐展开。

近年来，黄龙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以良好的生态
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基础，坚决扛起
生态保护重任，织牢“绿水青山”防护网；
坚决发展绿色生态产业，通过激活生态
资源，增强“金山银山”驱动力，构建生态
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共享的新格局；以
新能源产业为强县富县重要突破口，坚
持“零污染”和对污染“零容忍”的态度，
低碳近零碳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生态
环境持续优化，进一步加快了黄龙“两
山”转化步伐，形成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
“黄龙模式”。

以“绿”为笔 绘就龙城生态新画卷
通讯员 刘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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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绿色之基

守绿水青山

● 清风宿·黄龙森林度假营地

● 石堡河畔石堡河畔

走进清风宿·黄龙森林度假
营地，沿途满山苍翠，耳畔鸟鸣婉
转，舒适的温度、静谧的氛围，每
立方厘米约 1.8万个负氧离子含
量，游客三三两两漫步其中，清心
洗“肺”，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清风宿·黄龙森林度假营地
位于风景秀美的黄龙山蔡家川森
林康养基地，营地坚持顺势而为、
依势而建，利用现有自然资源进
行低密度开发，不乱挖一棵树木，
不破坏一寸绿地，不污染一片水
源，搭建起游客与自然的亲密连
接，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深受周边
市区游客的好评。

如果把森林比作是黄龙的
“绿色银行”，那么黄龙人就是这
无尽财富的拥有者。因此，保护
好每一寸绿色，让森林这个“绿色
银行”承载更多、更强的生态功
能，是厚植在每一个护林员心中
的执着追求。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
人。山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的

‘亲人’，我也愿意将护林的‘接力
棒’继续传承下去。”蔡家川林场
护林员周连东说。多年来，不论
寒暑，每天清晨，50多岁的周连东
都整装待发，在山间穿梭，用脚步
丈量林地，用心灵守护浩瀚的林
海，谱写了林业人护林、守林、爱
林的无私情怀。

绿色征途，上下求索。近年

来，黄龙县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为契机，大力实施全民护绿、全域
增绿、全业兴绿行动，完成各类营
林造林 28.3万亩，活立木蓄积量
达到 1681.09万立方米，生态系统
碳汇能力大幅提升。

黄龙县地处陕北黄土高原与
关中平原过渡带，是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省级天然次生林保护
区和全国八大防护林区之一，以
其 87%的森林覆盖率和 92%的林
草覆盖率，成为陕西北部生态安
全屏障的“生态之脊”。每年释放
氧气 1.6亿公斤，空气负氧离子含
量可达到 18000个/立方厘米，空
气质量陕北最优，素有陕西“一叶
肺”和“天然氧吧”的美称。

“以前石堡河不是这样的，是
后来治理之后才有了现在河道宽
阔、水清岸绿的模样。”初秋的早
晨，在石堡河畔散步的王先生边
走边感叹道。

2022年黄龙县被水利部、财
政部纳入全国第三批水系连通及
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之一，通过
实施河道治理、清淤疏浚、河湖管
护、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等措施，
对沿线水系进行系统性、综合性
治理，全县水系质量实现整体提
升，“河畅、水清、岸绿、堤固、景
美、人和”的景象逐步显现。

“在黄龙渔业休闲小镇梁家
河村钓鱼体验特别好，山青水绿、

走进白马滩镇神玉川，一座座
民房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纷至沓
来的游客笑容满面，不停地在各景
点打卡留念，记录旅途中的美好瞬
间。

“听说这里环境优美，来了之
后果然户户如画，步步皆景，这么
美丽的地方我一定推荐给朋友。”
来自韩城的游客李芳说。

在山水上巧做文章，将风景变

成“钱”景。近年来，白马滩镇依托
良好的生态资源，大力发展“依山
经济”“沿河经济”，充分利用文化
特色、闲置房屋等资源，成功打造
了“印象圪崂”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暖山河畔露营基地等一批乡村旅
游项目，让“院景”变“钱景”，以民
宿敲开了群众“致富门”，真正将群
众镶嵌在生态旅游经济的产业链
上，助推高质量发展。

空气清新、气温适宜，很值得一
来。”前来参赛的钓友刘根明说。
走进石堡镇梁家河村，前来参赛
的钓友们对现代休闲垂钓基地连
连称赞。

城乡因水而美，产业依水而
兴，群众得水之利。近年来，石堡
镇以水为媒，点水成金，以创建黄
龙渔业休闲小镇为抓手，先后打
造西北唯一国标千人垂钓基地、
现代渔业养殖示范区，逐步激活
了水资源，让一池碧水切实带动
百姓增收致富，生态之水成为富
民之水。

“以前村民只能靠种苹果、玉
米赚钱，现在可以在钓场务工、创
业、发展庭院养殖等等，收入渠道
更多元了，靠水吃水，我们真正体
会到绿水青山就是我们的幸福靠
山。”提起梁家河近几年的发展，
村党支部书记刘克强满心欢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
年来，黄龙县积极创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坚

决扛起生态保护重任，织牢“绿水
青山”防护网，空气质量优良率全
市排名第一位，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远超陕北地区平均值，连续多
年排名首位；全县出境断面水质
达标率 100%，城市建成区黑臭水
体全面清零，县城污水处理率86%
以上，污泥无害化处理率 90%以
上；森林覆盖率由 75.1%提高到
87%，实施“百万亩绿色碳库”试点
示范1万亩，获批国家森林文化小
镇 1个、国家森林乡村 2个，生动
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慢城黄龙模式”，为全省树立
了示范样板。如今，“推窗见青
山”“出门见绿水”成为黄龙人民
生活的常景。

今年 7月 20日，在《陕西省生
态环境厅关于第七批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遴选拟
推荐名单的公示》中，拟推荐“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的名单，黄龙县位列其中。

“现在的白马滩环境越来越
好，到咱这游玩的游客越来越多，
我今年在家门口摆摊，也增加了
不少收入，以后不用去城里，咱农
村人的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高了。”
村民孙大成高兴地说道。

如今，在广袤的神玉川，一幅
“旅游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
农民富裕富足”的美丽画卷正徐
徐展开。2023 年 9 月 15 日，在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23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
的通知》中，共 256个村落入选，
白马滩镇神玉村成功入选，也是
延安市唯一入选的村落。

刚走进白马滩镇祥龙茶厂制
茶车间内，一股浓郁的茶香便扑
鼻而来，有着多年制茶经验的师
傅们将收购回来的连翘叶，按照
炒茶流程进行杀青、晾青、揉捻、
烘干等诸多工序，伴随着机器的
滚动和轰鸣，一叶叶嫩芽变成了
一罐罐包装精美、具有当地特色
的“药茶”，销往全国各地。

“这比在外面打工强多了。我
不用晒太阳，干的活儿也轻松，一个
月能挣3000元左右，还能照顾到家
里。”刘万海告诉笔者，今年已经是
他在祥龙茶厂工作的第四年了。

每到连翘采摘季，茶厂还会
吸纳周边村民上山采摘野生连
翘，让群众成为特色产业发展中
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近年来，白
马滩镇立足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与地理优势，紧扣绿色生态理念，
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和庭院经
济，通过提供连翘苗、发放种植补
助、开展技术培训等方式，指导村
民系统化种植和采收连翘。从采
茶到种茶，小小连翘叶，成了富民
兴村的“黄金叶”。据了解，目前
白马滩镇共种植连翘2000多亩，
年产茶青1.5万公斤。

黄龙是一座盛产中药材的
“天然药库”，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适宜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
的中药材资源。这里分布着连
翘、山桃、沙棘、黄芩、丹参等
128科331种中药材，被列入陕西
省四大中药材天然生长带、种植
资源保护带和中药材农耕种养
带，是西北优质道地中药材优生
区。据了解，目前黄龙县拥有中
药材企业 2家，建成中药材产业
园 1个、中药材种植基地 4个，培
育中药材专业合作社5家。

如何点“绿”成金，变生态资源
优势为发展竞争力？近年来，黄龙
县围绕“4+X”特色农业产业体系，
坚持“绿色兴农、质量兴农、品牌兴
农”的发展战略，通过延伸产业链
条、增加品牌影响力，解决了生态
产品“难估值、难抵押、难交易、难
变现”等问题，拓宽了“两山”转化
路径，既增添绿水青山“颜值”，又
提升金山银山“价值”，走出一条

“生态美、产业优、机制活、百姓富”
的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子。

● 梁家河渔业休闲小镇

▲ 风车小镇

▶ 黄龙中药材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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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生态产业

变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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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无限“风”“光”

绘低碳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