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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7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汉中考察并作出
重要指示，是汉中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更
是汉中奋进新征程的行动指南和力量源泉。

回顾过去一年，我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汉中考察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构建“六个体系”、争做“六个示范”重要要
求，加快打造生态城市“五个新标杆”，加快推动生态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探索出一条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
奋进，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努力建设环境优美、绿色低碳、
宜居宜游的生态城市。

用生态化理念发展产业
给绿水青山贴上“价值标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么绿水青山如何通达金
山银山？

留坝县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在全省率先成立县、
镇两山公司，以“绿水青山”为基础，以“转化增值”为核
心，坚持用生态化理念发展产业，用产业化方式建设生
态，通过“两化”深度融合，促进“两山”高效转化，为生态
产品价值转化赋能，同步提升县域经济发展“含绿量”和
生态“含金量”，初步走出了一条具有留坝特色，可借鉴、
能推广的“两山”转化道路。该县两山公司已运营近 3 年
时间，获得银行授信 15亿元，吸引直接新投资 20.59亿元，
撬动社会资本 21.8 亿元，实现了生态资源向资产、资本的
有效转化。

该县总面积 1970 平方公里，山林面积占比大。家家
户户只有一两亩水田，种田成本高。随着村里人口老龄化
的加速，田地撂荒和非粮化现象日趋严重。2022 年，该县
创新开展的“购米（参）包地·唤醒沉睡土地”活动，改变了
这种现状，不仅盘活了闲置资产，还让转化载体更多。具
体说来，就是两山公司与该县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签订农
田承包、耕种与产品收购订单，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组织
农户对认购农田进行耕种，所产出的农产品全部交由两山
公司统一管理加工，按村核算统一分配。认购者可参与育
苗、插秧、收割等各环节，并享受地块种植成果，自用之外
的产品交由两山公司代销，既整治了土地非粮化问题，又
促进了生产方式转变。活动开展以来，吸引了三农专家温
铁军、人民大学教授董筱丹等专家学者、干部职工等 560
余人参与认购地块，累计带动当地农户新增种植生态稻米
620亩、林下西洋参 230余亩，恢复撂荒地 363亩、整改复耕
100 亩，带动 10 个村集体经济增收 41.6 万元，群众户均增
收 1800元。

“我们相当于‘媒人’，一手连线农民统一种植标准，一
手牵线市场订单销售。以‘购米包地’活动为例，水稻实现

了无公害、生态化种植，大米认购均价是普通大米市场售
价的 2倍以上，可以说为绿水青山打上了优质优价标签。”
留坝县两山生态资源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负责人朱伟介
绍。该县坚持把盘活闲置资产作为“两山”转化的重要路
径，建立“政府+村集体+运营商+农户”的模式，其中利用荒
滩地打造的“中国栈道渔村”品牌，项目运营以来年接待游
客 12 万余人次，旅游收入 100 余万元，实现昔日“荒滩”变

“金滩”的华丽转变。
发生在留坝县的生动实践，正是我市积极拓展“两山”

转化道路路径的缩影。为了不断夯实实现基础，我市在全
省率先实现“两山”资源公司县区全覆盖，市本级“两山”
资源公司实体化运作，开展生态资源资产的调查收储、确
权登记、价值评估、市场交易等业务，搭建起政府引导、企
业和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生态资源资产运营开发体
系，实现了生态产品经营开发、供需对接。我市制定出台
了《汉中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方案（试行）》《汉中
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重点工作任务清单》，支持
各县区依托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开展试点。根据《国家生态
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结合汉中实际，收集整理基础
数据，细化完善核算指标，编制形成《汉中市生态产品目录
清单》《汉中市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报告（2021）》，2021 年汉
中市 GEP为 2913.25亿元，是当年 GDP的 1.65倍，定量核算
生态系统的产出与效益，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基础。

用绿色贷款推动绿色动能释放
为强化“两山”转化提供机制保障

“如果不是‘富民贷’，我的猪场就倒闭了。”略阳县横
现河镇跑马村养殖大户和致富带头人周燕说起 3 年前养
猪场遇到的困难还是十分感慨。2021年，因生猪市场持续
低迷，周燕的养猪场出现了不小的困难，原本可以养殖 500
头猪的猪场只养了不到 50头。在了解到周燕急需一笔资
金用于购买仔猪的情况后，农行汉中分行主动前往了解情
况，用了不到两天时间，20 万元的“富民贷”就发到了周燕
手上，解决了猪场扩大生产经营的燃眉之急。近年来，我
市开发出“乡村振兴成长贷接力贷”“稻渔贷”“柑橘贷”等
系列贷款产品，全省首笔“高标准农田贷”“富民贷”“茶叶
兴农贷”落地汉中。

这是我市持续强化“两山”转化保障机制，落实宏观政
策要求，努力建设环境优美、绿色低碳、宜居宜游的生态城
市，不断推动绿色金融创新发展的一个缩影。截至 2023
年 三 季 度 末 ，全 市 绿 色 贷 款 余 额 120.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8.79%，增速位居全省第一。

近年来，我市不断完善优化绿色金融推进机制，建立
符合绿色产业标准、有融资需求的绿色项目库 48个，总投
资 86 亿元、融资需求 69 亿元。各相关部门强化项目审批
力度，对列入“绿色清单”的产业、企业、项目加强政策支持

与融资对接力度，推动农行汉中分行向陕煤电力略阳有限
公司成功投放贷款 3亿元，成为首笔在汉落地的煤炭清洁
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

为全面加强绿色金融政策支持，我市制定《金融支持
绿色发展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实施细则》，明确“全辖金
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绿色贷款
余额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绿色贷款客户总数不
低于上年同期水平、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同比增速不低于同
期全部债券同比增速”四个不低于目标。还出台了《汉中
市金融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十五条措施》，充分发挥金
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资源配置功能，引导和激励更多金融资
源支持全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我市持续强化绿色金融服务和创新，以留坝县为代表
创新建立的“政府搭台、银行融资、企业运作、合作社参与、
运营保底、产权鉴证、农担担保、保险助力”八位一体融资
模式，成为我省首创“两山”资源公司市场化融资模式，在
全市范围内推广，成为汉中绿色金融新样板。金融机构创
新运用“两山贷”“集体经济组织贷”“乡村振兴贷”“节能减
排贷”等信贷产品，全省首笔“两山贷”落地我市留坝县。
同时，引导保险机构研发推广环保技术装备保险、产品质
量安全责任保险、森林保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产品，实
现绿色保险保费 2.48亿元，同比增长 37%。

我市绿色贷款呈现出突出支持重点领域绿色产业建
设的特点，加强对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国家储备林基地、

“味见汉中”“汉中仙毫”等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的融资支
持。我市积极鼓励企业以节能环保为重点进行转型升级，
挖掘制造业等支柱产业合理融资需求，去年以来，辖内银
行机构为全市 11 个生态农业、51 个工业转型升级项目提
供融资支持 3.7 亿元、47 亿元。我市设立 1 亿元汉中绿色
循环发展科技投资基金，已支持 4 个项目 3300 万元，已入
库的汉江流域汉中市中心城区、嘉陵江略阳县城段、留坝
县褒河流域综合整治与农文旅开发 3个 EOD 项目，已完成
投资 39.32 亿元，我市一江两岸开发建设得到了生态环境
部领导肯定。

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走出一条一二三产可持续发展道路

绿色是天汉大地最动人的风景，也是汉中高质量发展
最亮眼的底色。

7月盛夏，西乡县骆家坝镇大兴村生态茶园碧翠如画，
茶农在茶垄间采摘鲜叶供应外贸茶制作。自骆家坝镇党
委和外贸茶出口企业签订协议后，茶农自 7月到 9月，每天
采鲜叶 1万斤出售给茶企，他们的收入直接把全镇人均纯
收入拉高了 600 元。目前我市打造了茶旅融合示范园 21
个、茶乡旅游线路 11 条，围绕观光、休闲、研学等内容，培
育“茶+N”新业态。我市茶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共带动 22

万户茶农户均增收 2万元以上，综合效益不断提升。
——一年来，我市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全力打造千亿

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大力发展“五个农业”，全市有机农
业面积、稻渔综合种养规模稳居全省第一，以茶、药、菌为
主的三大全省单项冠军产业产量持续增长。

勉县定军山下，陕钢集团汉中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汉钢公司”）的一座座厂房掩映在一片片绿荫中。
作为我省钢铁行业“领头羊”，汉钢公司已走出一条安全、
绿色、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双赢。“公司的脱硫脱硝设施总投资约 4.8 亿元，采用活
性炭吸附工艺，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可稳定实现超

低排放，符合国家环保发展趋势。”汉钢公司烧结厂党委书

记、厂长相里军红介绍，公司近年来在环保方面投入巨资，

引进了多项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设备，实现了废气超低排
放，同时通过积极实施烧结活性炭脱硫脱硝改造、球团脱
硫系统改造、料场封闭等一批环保节能项目，顺利完成了
污染防治和节能减排改造升级。

——一年来，我市持续做大绿色工业，聚力打造装备
制造、现代材料、能源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谋划实施产业
链项目 26 个，总投资 123.16 亿元。陕钢集团中厚板、德容
航空智能制造基地等一批标志性重点项目建成投产，4 户
企业跻身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和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创

建 12 个国家和省级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十四五”以来，

全市新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 87 户、省级“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 12 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5 户，小巨人企

业数量位居陕南第一位。今年一季度，全市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增长 9.7%，居全省第三。

2023年，宁强县被正式确定为国家级羌族文化生态保

护区。宁强的好山好水和非遗文化越来越为人熟知。该

县青木川村羌绣合作社负责人何艳萍说：“青木川以前是

个很偏远落后的地方，我们靠常年在外面打工来维持生

计。自从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以来，家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源源不断地游客来这里旅游消费。我们的收入

越来越高，一年能挣 40至 50万元，日子越过越好了。”近年

来，宁强县紧紧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坚持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不断探索文旅产业

与生态、农业、科技融合的“羌文化+”助力“两山”转化的

“羌绿增金”模式，丰富了“两山”转化的深度和广度，让生

态拉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不断增强。

——一年来，我市持续深化文旅融合，打造千亿级文

旅产业集群，市博物馆建成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级羌族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成投用，加强非遗活化传承，创建国家

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1 处，打造陕西省非遗特色

示范县（镇、街区）8 个，推进文旅商交体融合，培育“旅

游 +”新业态。今年上半年，全市接待游客 3165.35 万人

次，同比增长 18.01%，实现旅游收入 199.55 亿元，同比增

长 18.44%。

2023年 7月 2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汉中考察。他强调，促进生态保护同生产生活
相互融合，努力建设环境优美、绿色低碳、宜居宜游的生态城市。

一年来，我市聚焦“绿色循环 汉风古韵”战略定位，拓宽“两山”转化路径，生态环境持
续向好、循环经济稳步推进、综合实力大幅提升。7个县区被命名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3个县被命名为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生态示范创建数全省
第一；全市有机农业面积稳居全省第一；持续做大绿色工业，创建12个国家和省级绿色工
厂、绿色园区；今年一季度，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9.7%，居全省第三——

“两山”理念结硕果 点绿成金惠民生
本报记者 李弋戈

宁强县高寨子街道办千山茶园。 本报记者 汤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