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2月5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郑鹏 视觉/杨红亚 组版/王娟 校对/高红英

4 绿色周刊绿色周刊

褐马鸡是中国特产的珍稀鸟类。黄
龙山褐马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陕西
黄龙、宜川两县交界处的黄龙山林区，总
面积 81753公顷，其中核心区 26158公
顷。是黄河与洛河的天然分水岭，也是
陕北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的天然绿色屏
障。

近年来，黄龙县通过加强生态建设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褐马鸡的栖息
地范围不断扩大。

为加强科学保护和科研调查，保护
区管理部门先后开展了6次野生动植物
专项调查工作，在与专业院校和技术团
队合作持续开展重点保护物种的科研监
测的同时，注重自身人才的发掘和培养，
邀请专家授课和野外调查培训，培养出
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通过科研调
查，编写出版了《陕西延安黄龙山褐马鸡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多样性研究与保
护》《陕西延安黄龙山褐马鸡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野生植物图谱》《陕西延安黄龙山褐
马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型真菌多样性》3
部学术专著，更新了保护区野生植物名录，
弥补了黄龙山褐马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
物多样性调查中菌物（真菌界）、黏菌（原生
动物界）等领域的空白。为保护区生物多样
性本底数据积累奠定了基础，提高了保护区
的科研监测能力。

2022年，为详细掌握了解保护区内褐
马鸡种群繁衍生息的过程，为实现科学保
护提供主要依据和资料，保护区管理局在
各保护站组织开展了专题科研监测课题，
其中薛家坪保护站的调查监测团队，通过4
个多月的不懈努力，完整记录下了褐马鸡
分群、求偶、孵化、破壳、出窝、觅食的全过
程。调查首先从通过投食点和褐马鸡经常
出没地方，确定了褐马鸡活动范围。组织
工作人员上山入岭和发动当地群众的方
法，寻找到褐马鸡孵化地点，并安排专人负
责对孵化过程进行监测。

实地监测主要以固定视频监控、红外
相机与工作人员手机、口袋机、相机相结
合。主要是在褐马鸡投食点或者有褐马鸡
出没的地方安装红外相机监测褐马鸡孵化
过程，利用视频监控调查褐马鸡活动状况，
利用相机、手机、口袋机记录孵化影像。

在调查过程中，共发现褐马鸡孵化点8
处45颗蛋，其中监测了5窝37颗蛋。监测
过程3月初开始截至6月上旬结束，监测的
5窝褐马鸡蛋，有4窝被野生狗獾危害，最终
只有1窝幸存，其中11枚鸟蛋成功孵化出7
只幼鸟，通过监测发现，褐马鸡的繁殖过程
异常艰辛，孵化率非常低。此次科研监测
成果，为保护区内褐马鸡的种群繁衍以及
了解其繁衍过程最大天敌，提供了更有力
的科学数据支撑，也为后续开展针对性的
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保护区各项能力的不断提升，保
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森林覆盖
率由86.6％提升到90.8％。保护区内陆栖
野生脊椎动物达 224种，野生植物达 991
种，大型菌物达205种。褐马鸡种群数量增

加至 2865只，栖息地范围不断扩
大，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

生态旅游“多元业态群”加快形
成，全域旅游快速推进

黄龙以黄龙山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和
澽水源省级旅游度假区为支撑，以树顶漫
步、锦绣黄龙、白马滩漂流等景点和偏石、
梁家河、圪崂等旅游乡村为补充的全域旅
游格局，2022年被命名为陕西省全域旅游
示范区。全年接待游客 251.36万人次、旅
游综合收入7.2亿元。

目前，黄龙旅游产品特色突出，形成
康养度假、科普研学、休闲体育、绿色培训
四大旅游板块。“慢城黄龙”品牌形象初
显，树顶漫步获批国家 3A级景区，“黄龙
香薰”获得国家旅游商品铜奖，“清风宿”

“暖山河畔”“风车小镇”等旅游目的地深
受游客青睐。黄龙山国有林管理局森林
康养基地评为首批“国家森林康养基地”，
垂钓赛事基地位居西北最大、国内第四。
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获得省政府通报

表彰。

聚焦污染防治，全域减污降碳
深入推进

“蓝天保卫战”成效显著，黄龙全面完
成了县域内燃煤锅炉拆改和燃气锅炉低
碳燃烧改造任务，大力提倡并引进生物质
锅炉的使用，切实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2023年全县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332天，优
良天数率 90.4%，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位居
全市第一。

“碧水保卫战”提质增效，黄龙加大了
重点流域、农业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等重点领域的水污染防治，省控洛窑科、
大坪断面，出境界子河断面水质稳定达到
Ⅲ类及以上，出境断面水质指数和省控断
面水质指数均排名全市第一，县城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净土保卫战”稳步推进，黄龙全面加
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土壤污

染重点监管单位隐患排查，暂无污染地
块；清洁文明井场建成率 100%；4家医疗
机构均能按要求规范转移医疗危险废物。

低碳社会建设加快推进，全面
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黄龙始终把绿色生活作为提升品质
的关键。目前，县城绿地总面积达 184.26
万平方米，县城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
率分别达 45.4%和 40.95%，城区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 14.66平方米，形成了“5分钟亲
水见绿生活圈”“15分钟踏绿醉氧深度融
合休闲圈”的绿色现代健康生活方式。

为了让生态文明思想深入人心，黄龙
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积极倡导绿
色低碳出行、绿色环保消费，深入开展中
水综合利用和节水节电、节能减排示范创
建，在全省率先建成捡垃圾—兑积分—换
商品的“垃圾兑换银行”和“爱心超市”。
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居民的环保意识。

黄龙的低碳生活方式充分发挥新时
代文明实践阵地作用，着力培养文明行
为习惯、弘扬崇尚节约理念、树立绿色环
保观念，黄龙也因此先后获得“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县”“全国体育旅游精品目
的地”“国家园林县城”“国家卫生县城”

“省级文明县城”“省级绿化模范县”“省
级森林城市”等殊荣。入选 2021—2023
年创建周期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名
单。

下一步，黄龙将立足黄龙风光资源优
势，构建清洁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大力
推进风电、光伏为主的新能源开发利用，
统筹开展风电和光伏发电集中式开发、光
伏发电与建筑一体化应用、清洁供暖、智
能电网建设等项目，为黄龙社会经济发展
提供低碳零碳能源供给，力争建成全省能
源绿色低碳转型标杆区。充分发挥特色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现代高效生态农业、
提高生态旅游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实施

新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工程，构建具有
黄龙特色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形成“双碳”
目标下产业转型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模式，
打造全省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示范区。坚
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节能、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统筹城乡空间结构、
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城市住房结构
等各领域绿色升级，提升绿色发展内生动
力，率先走出一条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全面建成全省城
乡绿色低碳升级样板区。以创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为契机，
发挥黄龙县“绿水青山”生态资源优势，以
生态循环农业、绿色能源、中药材、林业经
济、生态旅游等为“两山”转化产业主轴，
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生态优势
转化为发展胜势，拓宽“两山”转化通道，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两山”转化黄龙模
式，打造形成全省“两山”理论实践创新发
展先行区。

以生态示范为引领
绘就绿美黄龙生态画卷

通讯员 侯武斌

让黄龙山成为褐马鸡的“安乐窝”
通讯员 侯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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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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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黄龙县积极践行“两山”理念，围绕“生态立县、产业富民、文旅带动、全面振兴”发展战略，凭借富集的生态资源、良好的产业基础和独特的环境优势，聚力培育生态
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三大经济发展动能，探索打通“两山”双向转化通道，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形成了引领地区绿色低碳发展的“黄龙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