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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造林，为的是改变脆弱不堪的生态环境。但地

里都种了树，老百姓靠什么才能过上好光景？这是退耕
还林初期很多人心中的疑虑。

延安用 25年的实践证明，有了绿水青山就有了金
山银山，好生态定能催生好产业、好日子。

据了解，延安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使80%以上农民受
益，截至 2023年底，累计投入资金 148.2524亿元（国家
145.487亿元、占 98.13%；市县 2.7654亿元、占 1.87%），
涉及 28.6万农户、124.08万农村人口，户均累计补助
4.56万元、人均 10456元；延安粮食种植面积从 1999年
退耕还林工程启动时的470.04万亩下降到如今的220.6
万亩，但产量却翻了番。

天气回暖后，延川县乾坤湾景区游人络绎不绝。站
在高处，凝目细观，黄河水汹涌奔腾向前，悬崖绝壁上一
棵棵、一排排油松侧柏在春风中摇曳，为这春日增添了
几分生机与活力。

从初期的造林绿化，到后来育苗致富，在黄河畔长
大的干世高望着昔日一棵棵幼苗成长为一片片绿意，心
中感慨万千。

2004年，植树造林多年的干世高承包土地做起了苗
木生意，如今已是延川县最大的苗圃供应商，但他一直
坚持将植绿进行到底，仅2023年，干世高就组织人员植
树造林 3000多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前是把
植树当成挣钱的营生来干，现在我已经把它当成事业来
干。”对于干世高来说，现在种树更是一种情怀。

生态建设正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发生着深刻变革，农
民的收入也实现了多元化。绿意盎然的黄土地上，依靠
良好生态致富的故事数不胜数。

在安塞区金明街道雷坪塔村，张莲莲和家人在荒山
荒坡上造林1750亩，让曾经尘土飞扬的雷坪塔村变得满
目青翠。如今，千亩林场成为雏鸡最好的逐食场地，每年
出栏散养土鸡3万余只，销往西安等地的多家超市。

在志丹县双河镇李家湾村，白志中夫妇在退耕还林
时种下的8亩梅杏经济林，现在平均一年有5万余元的收
入，还享受了退耕还林的补助。“退耕还林政策就是好，现
在的风景好了，光景更好了！”白志中夫妇由衷感慨道。

生态兴则产业兴。延安市委、市政府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充分发挥林业生态优势，以黄龙、宜川、延川、
安塞等林下经济发展重点县（市、区）带动全市，形成以
林菌、林药、林禽、中蜂养殖为主的林下经济发展格局，
实现总产值3.75亿余元。

好生态的效益远不止此。近年来，延安充分依托绿
色资源，大力发展休闲度假、生态旅游等“森林+旅游”新
业态，精心打造“生态经济”，开辟生态旅游线路 12条，
并依托大通道沿线，开发了 3条森林自驾旅游线路，形
成森林康养、自然教育、森林体验“三位一体”发展格局，
全市森林旅游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青山披绿林生金

万类霜天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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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显示，20世纪末，延安水土流失面积高达
2.88万平方公里，占延安土地总面积的77.8％。土壤侵蚀
模数达每平方公里1.53万吨，年入黄泥沙2.58亿吨，约占
入黄泥沙总量的1/6。

贫瘠的黄土地和穷苦的老区人民，焦急地等待着一
场甘霖的到来。

1999年，党中央作出退耕还林还草的重大决策，号
召“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退耕还林的绿色号
角自此吹响，一场波澜壮阔的“绿色革命”在黄土地上轰
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

战天斗地，说干就干。挖坑刨土、扶树正苗、踩土压
实、浇水定根……“当年，咱们延安的漫山遍野，老百姓
背着干粮上山植树造林的场面非常壮观。”那些热火朝
天的植树场景令市民刘吉林记忆深刻，也印刻在每一个
延安人的内心深处。

电影《山河披锦绣》就将镜头聚焦于陕北地区的变
迁，讲述了当地人民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与并投身于
退耕还林这一伟大工程的故事。

当年秋冬，延安完成退耕还林164.8万亩，是全国封得
早、退得快的市，为全国提供了一个短期内生态可修复的
成功样本。自实施退耕还林工作以来，延安生态建设得到
快速发展，截至目前共完成退耕还林1077.47万亩，森林覆
盖率由退耕前的33.5%提高到48.07%（含苹果等经济林达
到53.07%）。年入黄河泥沙量由过去的2.58亿吨减少到
0.31亿吨，降幅达88%，“一碗水半碗沙”成为历史。

纤纤不绝林薄成，涓涓不止江河生。25年来，老区
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一代接着一代干，让昔日贫瘠的
荒山秃岭成了绿意萦绕的秀美山川。如今的延安，山变
绿了，水变清了，天变蓝了，物种多了，城乡美了，生态功
能强了……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25年
艰苦卓绝的绿色发展，让贺敬之《回延安》的诗句变成了
老区人民期盼的美好现实。

山川美，万物生。
近日，在位于甘泉县高哨林场的延安市野生动物救

助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救助的被称为鸟类中的“大熊
猫”、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鹳进行喂养。

延安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于 2020年投入运行，救
助中心占地面积 15亩，建有兽类圈舍、鸟类笼舍、功能
房、标本室，还配备日常救助所需的医疗器械、运输笼网
和救治药品等。累计救助野生动物68种300余只，现存
栏野生动物24种145只。

“中心自建成以来，承担着延安市以及榆林、甘肃等
一些地区的野生动物救助工作，目前已救助野生动物
300余只。”该站站长南博文说。

近年来，我市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工
作，多举措抓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随着延安市野生动
植物资源保护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延安市野生动物保
护协会和陕北地区首个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成立，群众
保护野生动植物意识明显增强，我市的生物多样性得到
了进一步丰富，延安地区的生态环境正在持续改善。

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拥有丰富的动物资
源据统计达到 264种，其中包括 12种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25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以及 13种省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华北豹、褐马鸡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分布范
围正在不断扩大，首次发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胡兀
鹫，还从汉中洋县引入了 20只朱鹮在南泥湾国家湿地
公园进行人工繁育和放飞试验，《延安植物志》（上卷）收
录了1478种植物，其中相较之前增加了近百种植物。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护好绿水青山，换
来了金山银山。如今的延安，一个个生态美、产业兴、百
姓富的故事，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
践，汇聚成延安高质量发展的动人景致，也刻画下延安
人民建设良好生态的坚定决心——让革命老区的山更
绿、水更清、天更蓝，环境越来越美好，光景越来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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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和煦，万物生辉，阳春时节的黄土高原，山峁
沟壑间山花怒放，绿意阵阵，正迎来一年中最美丽的
季节。

从黄沙漫天到绿荫成林，从山川着绿到林海生
金，经过 25年不懈努力，延安的山川大地实现了“由
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由浅绿向深绿”的根本性迈
进，成为黄土高原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生态修复的成功
典范。

在延安实施退耕还林 25周年之际，4月 1日，由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陕西省林业局以及延安市委、市
政府，吴起县委、县政府，延川县委、县政府共同支持
推动的生态题材电影《山河披锦绣》在CCTV6黄金档
与观众见面，从山川壮丽到人事沧桑，在光影流转的
绿色赞歌中，生动讲述着发生在黄土地上的“绿”故
事。

“母亲延安换新衣”

● 电影《山河披锦绣》海报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
站在距离延安城区10余公里的宝塔区柳林镇南

庄河村聚财山上，刻在石碑上的“退耕还林、封山绿
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十六个大字格外醒目，也见
证了这片黄土地的绿色巨变。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风吹沙子走，抬脚不
见踪。”曾经的延安，植被稀少、风沙漫天，是黄河流域
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如此恶劣的环境下，

“三年两头旱，十种九难收”，当地群众面朝黄土背朝
天，陷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尴尬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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