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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冬季，汉中就会迎来一群从
遥远的西伯利亚迁徙来越冬的候鸟
—— 红 嘴 鸥 。 江 面 上 或 踱 步 觅 食 、
或 展 翅 高 飞 的 上 千 只 红 嘴 鸥 ，为 初
冬 的 汉 江 平 添 了 一 道 灵 动 的 风 景 ，
也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一份别样的热
闹与生机。

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渡傍鸥不
惊。人鸥同框的和谐画面是良好的
生态环境最真实的写照，更是最好的
城市名片。2023 年我市环境质量持
续向好，优良水体占比 100%，汉江、
嘉陵江出境水质保持Ⅱ类，水环境质
量稳居全省前列。中心城区空气质
量 综 合 指 数 3.86，优 良 天 数 302 天 。

土壤和声环境总体稳定，核与辐射安

全可控。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

考核获优秀等次。南郑、佛坪获全国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命名，生态创建
数量全省第一。亮眼的成绩同靓丽
的风景相互印证，共同交上了一份满
意的绿色答卷。

接续奋斗，污染防治攻
坚稳步推进

水清岸绿、微波荡漾，这是汉江

（汉中段）所呈现的生态画卷。作为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主要水源汇集

区 和 供 给 地 ，汉 中 始 终 牢 记 习 近 平

总书记嘱托，担当“源头责任”，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成效。

大气污染防治是生态环境治理

的重中之重。我市坚决打赢蓝天保

卫战，新排查整治平川 5 县区污染源

4653 个 ，新 增 市 政 燃 气 管 网 71.6 公

里、热力管网 16.85公里，24家企业建

成铁路运输专用线，汉江药业新厂区

建成投运。通过加快四大结构调整，

从源头守护“汉中蓝”。

既要蓝天也要碧水。我市分别

与 安 康 市 、广 元 市 签 订 合 作 协 议 ，
持 续 开 展 水 环 境 质 量 提 升 行 动 。

完 成 汉 江 、嘉 陵 江 干 流 及 西 汉 水

1441 个 入 河 排 污 口 排 查 溯 源 和 78
个 行 政 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推 动 9 个

县 区 建 立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第 三 方 运

维 机 制 ，持 续 保 障“ 一 泓 清 水 永 续

北上”。

土壤，是万物之本。我市土壤环

境综合治理行动稳步实施，率先启动

新污染物治理，成功创建全省首家土

壤环境监测实验室，土壤环境监测工

作主要做法及成效的“汉中经验”获

得生态环境部部长批示肯定。

管服并重，环保惠民措
施持续见效

生态就是民生，环境就是福祉。
我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实
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企业自治良
性互动，推进经济发展与绿色发展协
同并进。

对 于 存 在 的 突 出 生 态 环 境 问
题，我市开展不漏死角、强力推进的
专 项 整 治 ，严 格 医 疗 废 物 收 集 、贮
存、处置全程监管，医疗废物安全处
理 率 100%。 建 立 落 实 督 察 反 馈 问
题 整 改“ 四 色 督 办 ”“ 回 头 看 ”等 机
制。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涉及全市问
题完成整改 5 个，交办 185 件信访件
均已办结。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完
成 整 改 43 个 ，交 办 317 件 信 访 件 均
已办结。

在服务绿色发展方面，申报生态
环保项目 74个，制定落实生态环境系
统“营商环境突破年”18项措施，全年
审批建设项目环评 141 个，重点项目
环评受理审批率 100%。出台汉中市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编制

全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留坝、西乡

成功申报陕西省低碳近零碳试点，生

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

擦亮底色，环境治理能
力不断优化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我

市 积 极 探 索“绿 水 青 山 ”和“金 山 银

山”互促共进、双向转化的路径，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聚力赋能。
我市制定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

办法，建立生态环保重点考核指标月
度监测，“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责任
更 加 夯 实 。 同 时 ，完 善 法 规 政 策 体
系。与安康市颁布实施全省首部跨
流域地方性法规《汉中市汉江水质保
护条例》，制定印发汉中市《进一步加
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施意见》等制
度性文件，生态环境“四梁八柱”持续
筑牢。截至目前，我市累计创建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7 个，国家“两
山”实践创新基地 3个，省级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 4个，创建数量全省第一。

绿 色 低 碳 促 发 展 ，宜 居 宜 游 共
和谐。我市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来汉
中 考 察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以 更 高 标 准
打 好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不 断 厚 植 生
态 城 市 绿 色 本 底 ，凝 聚 生 态 城 市 建
设 合 力 ，奋 力 谱 写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建
设的汉中新篇章。

去年以来，市林业局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来汉中考察重要指
示精神，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锚定“绿色循环·汉风
古韵”战略定位，牢记“国之大者”，当
好秦巴生态卫士，扎实推进生态保
护、生态建设各项工作，高标准高质
量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坚决扛牢生态保护使
命担当

成绩鼓舞人心，蓝图催人奋进。
市林业局扎实开展全市“林（山）长制
绩 效 提 升 年 ”活 动 ，全 市 4297 名 林

（山）长累计巡林 16.1万余次，用心用
情当好山林“守护神”。

一 年 来 ，市 林 业 局 加 强 工 作 指
导，向下推进工作落实落细，采取“现
场观摩+会议+培训”的形式举办林

（山）长制观摩培训会，同时还建立
“林（山）长+警长、检察长、法院院长”
3项协作机制，强化督导检查，常态化
开展明察暗访，高质量推进 22 个林

（山）长 制 示 范 镇 和 44 个 示 范 村 建
设，镇巴、西乡被评为林长制省级考
核激励县。

为了扎实推进秦巴生态保护，将
秦巴生态保护工作纳入市级专项监
督，市林业局每季度播放秦巴“五乱”
警示片，直面问题根源，建立“人防+技
防”立体防控体系，常态长效开展“五
乱”问题动态排查整治，持续开展矿山
生态修复、硫铁矿治理、尾矿库治理专
项整治，确保闭环管理、动态清零。

植树造林工程任重而道远。在
市林业局精准发力、科学推进下，全
市完成营造林面积 36.42 万亩，占年
度营造林任务 36.05万亩的 103%，其
中 人 工 造 林 0.86 万 亩 、封 山 育 林
24.01 万亩、退化林修复 11.55 万亩。

同时，古树名木得到持续有效的保
护，留坝县石窑坝村古银杏入选全国
最美古树、西乡县蒋家坝村黑壳楠古
树群入选全国最美古树群。

有力有效守好绿色生
态资源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市林业局
扎实推进湿地保护，成立了汉中市湿
地保护专家库，并积极编制 2024 年
省级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项目，策划包
装了一批湿地保护、监测、修复等项
目。全力做好湿地保护区巡查监管，
制定了《汉江湿地保护区专项巡护工
作方案》，切实维护好我市湿地资源
安全。

为严格林地林木监管，市林业局
积极组织开展“林业执法提质增效专
项行动”“全市打击毁林毁草专项行
动”，森林督查工作被省林业局评为
全省森林督查工作突出单位。同时，
认真落实封山禁牧措施，封山禁牧工
作在全省封山禁牧工作推进会议上
交流。同时，全力攻坚松材线虫病防
治，建成 9.8 万亩秦岭西段防控隔离
带，强化森林防火宣传和监测预警，
连续 20年无重特大森林火灾。

加强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同样
是市林业局加强生态多样性保护的
重要任务。自 1981 年野生朱鹮考察
队在我市洋县发现 7 只朱鹮后，市林
业局经过多年来的不懈保护发展，目
前全球朱鹮数量已突破 1 万只，创新
引入社会资金参与极小种群野生植
物秦岭石蝴蝶拯救复壮工作，秦岭石
蝴 蝶 人 工 扩 繁 被 省 林 学 会 评 定 为
2023年度科技进步二等奖。同时，积
极推进野猪种群调控，汉中市商业性
野生动物致害保险理赔机制被国家
林草局纳入《野生动物致害保险典型

案例》，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国推广。

持续推进林业新业态
高质量发展

实 现 经 济 、生 态 、社 会 效 益 多
赢，让绿色成为发展新引擎。市林业
局持续落实生态惠民政策，续选聘
2023 至 2024 年 度 生 态 护 林 员 8776
名 ，去 年 累 计 发 放 管 护 补 助 资 金
5265.6 万元，直接和间接受益“三类
人群”人数 3.15 万人，兑付生态效益
补偿 1.85亿元。

这一年，市林业局积极谋划推进
国储林建设，组织编制《全市林业高
质量发展规划》，目前西乡县国储林
试点工作已完成建设任务，南郑区、
镇巴县百万亩绿色碳库项目加快实
施。高品质打造森林生态旅游业态，
组织开展了汉中天坑第八次国际联
合科考，紫柏山国家森林公园、龙头
山森林公园等 8 个生态旅游景点入
选“省级生态旅游特色线路”；陕西朱
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洋县华阳景
区、南郑黎坪国家森林公园成功申创

“省级自然教育基地”。
翻看我市林业产业发展台账，一

组组喜人的数据跃然纸上：去年以
来，全市改造提升核桃、板栗等特色
经济林 2 万余亩、林下种植天麻、淫
羊藿等中药材约 23 万亩，林下养殖
乌 鸡 110 万 羽 ，人 工 繁 育 林 麝 4986
头、中蜂养殖 24万箱、2023年全市林
下经济产值达 24.5亿元，成功培育创
建省级林业龙头企业 2 家、省级林下
经济示范基地 3个……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 透
过这些数据不难发现，全市林业人
在逐绿前行的道路上砥砺奋进、积
极作为，持续为汉中增添绿色发展
动力。

2023年，市水利局切实扛牢“一
泓清水永续北上”重大政治责任，持
之以恒加强汉江流域水资源保护、水
环境治理，确保了汉江出境断面水质
长期保持Ⅱ类标准，水环境质量稳居
全省前列。这一份份优异的答卷，凝
聚着汉中水利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踔
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

锚定“共”字发力，坚定
扛牢治水政治责任

汉江流域治水工作得到市委高
度重视，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

议多次研究河长制。市总河湖长率

先开展巡河和召开全市工作会议，

启动陕甘川三省河长制联席会议和

三市八县联合巡河。通过全面投用

“智慧巡河”APP，各级监管部门和责

任人履职尽责。

市水利局与市检察院联合印发

《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建立了

信息共享、线索移送、专项行动、联

席会议等 9 项机制。与公检法司建

立水行政执法跨区域联动、联合行
动、刑事司法衔接、检察院公益诉讼
协作的“四项机制”。创新建立跨省
17 条河流和市域内 24 条河流的联
合河长制，形成跨界河湖联防联控
联治新格局。

构建境内河湖全覆盖的青年志
愿者护河体系，举办多次活动，引领
广大青年和社会志愿者参与河湖保
护。这些举措积极推动了公众广泛
参与的河湖保护新格局。

做好“为”的文章，坚决
多措并举落实到底

市水利局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严格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

刚性约束指标，强化汉江上游生态
流量管控和取用水监管。大力推进
农业节水增效、加快工业节水减排、
加强生活节水降损和非常规水源利
用，积极组织开展全市地下水取用
水专项整治行动。2022 年，全市万
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 85.28 立方
米，相比 2020年下降 9.55个百分点，
城固成功创建成为节水型社会达标
县，陕西理工大学成功创建节水型
高校，洋县、宁强完成县域节水型社
会达标建设并顺利通过省级验收。

全市 27座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
固项目和 26个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已
完成年度建设任务，汉江综合整治
累计完成汉江干支流堤防 322公里，
汉江平川段全线贯通，形成了较为
完备的防洪体系，建成了中心城区
一江两岸示范段。组织梳理了丹江
口 水 库 上 游 水 质 保 障 工 作 任 务 措
施，制定《汉中市丹江口水库上游水
质保障突出问题整改方案》，开展突
出问题排查整改工作，确保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水源水质安全。

市水利局大力推进水资源配置
工程建设，努力构建集水资源优化配
置、水旱灾害防御、水生态保护治理、
智慧水网支撑等为一体的现代化汉
中水网。谋划推进了焦岩水库等国
家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了略
阳城防体系、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等
省市重点水利项目，焦岩水库已列入

《国家大型水库规划》《全国“十四五”
水安全保障规划》《长江流域综合规
划》等多项国家级规划，并列入水利
部 2023 年重点推进的 66 项水利工
程清单和陕西省重点建设项目。

重在“清”上下功夫，坚
守水质安全底线

市水利局严格水域岸线管控，

持续推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
范化，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组织
对主要河流开展 4 轮次全覆盖暗访
明察，市、县（区）两级开展督导检查
650 余次，排查发现的河湖“四乱”、
碍洪问题全部清理整治到位。开展
江河湖塑料垃圾清漂行动、河湖环
境集中清理整治专项行动，清理各
类垃圾 500余堆（个）。

市水利局持续修复水生态，开
展水土流失监测能力建设，建成国家
级水土保持监测站点 1个，省级监测
站点 3 个。全面核查水利部下发的
卫星遥感水土保持图斑，对确认的
24个问题完成了整改销号。扎实开

展水土流失治理，24 个水土保持小

流域治理项目全面推进，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 380km2，全市已建成国家级

水土保持示范园 1 个、省级示范园 4
个，全市水土保持率达到 81.67%。

市水利局狠抓湿地保护修复，

完善汉江中心城区一江两岸湿地系
统，开展汉江汉中城区段护滩修复工
作，组建专业绿化保洁队伍，全面加
强日常巡查监管。同时，加强翻板闸
调蓄功能，保证生态流量净化水体，
通过“柔性治水”和“海绵城市”工程
实践，净化了水质，建立了良好的生
态系统，提升了城市品位，被习近平
总书记称赞是市民“幸福园”。

市水利局严格依法治水管水。

严格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

保护法》，实施全省首部协同立法的

地方性法规《汉中市汉江水质保护条

例》，市 县 水 利 综 合 执 法 专 管 机 构

523 名水行政执法人员全面持证上

岗。与公安部门联合开展整治河道

非法采砂行动，组织开展河湖安全保

护专项执法行动，市级水利综合执法

机构直接查处案件数量、案件处罚力

度为历史之最，有效遏制了河道乱采

乱挖乱堆乱占违法行为的发生。

绿水青山织锦绣 砥砺前行谱新篇绿水青山织锦绣 砥砺前行谱新篇
————20232023年我市生态环境保护成果综述年我市生态环境保护成果综述

本报记者 朱媛媛 通讯员 周俞

厚植秦巴生态底色
——2023年我市林业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李扬

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2023年我市水利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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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两岸景色宜人。 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林农蜂蜜喜获丰收。 市林业局供图

石门除险加固工程现场。 市水利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