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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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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上游：一江清水背后的力量
本报记者 张 毅 董碧娟

7月中旬的一天，一场大雨过后，陕西省
汉中市宁强县马家河村通往汉江源头的山
路泥泞湿滑。记者拄着根粗树枝，经过近一
小时的艰难攀爬，终于看到了悬在山崖上的
一束瀑布飞泻而下。瀑布一侧的石壁上，刻
有“汉江源”三字。尽管刚下过大雨，瀑布汇
成的一池碧潭里，水质仍十分清澈，石子、细
沙、小鱼清晰可见。一捧水饮下，清冽甘甜，
恰逢山风吹来，瞬间有如临仙境之感。宁强
县水利局副局长、水保站站长谢明亮坐在石
头上，凝望着这一池清水，不禁感慨：“能把
这清水送到北京，是我们宁强人、汉中人的
荣耀。”朴实的话语现出沉淀已久的深情。

74 岁的张帮贵老人，住得离汉江源头
最近。“我在这儿住了 40 多年。我们村里人
都喝从山上引下来的水，就算下大雨，这水

都是清的。”借着这好山好水，老人养上蜜
蜂，再加上种田、养鸡和养猪，一年有个三四
千块的收入。前不久，一位从四川来的 86
岁老太到张老家歇脚，没坐一会儿就一个人
爬上山去看汉江源头。她下山后，没多说
话，只叹了一句：这清水太好了！“她是咱汉
中人，一直念着这水，就回来了！”张帮贵说，

“我们这里人都把这汉江水当自己家瓮里的
水来爱护。”

爱护汉江水，已是陕南人一种自然而然
的情结。这种情结也是陕西一系列汉江保
护政策和工程能够得到广泛拥护与切实执
行的根源所在。在宁强县戚家垭村陈家湾
的一处山坡上，记者看到 20 多位村民正在
挑水拉砖，紧张忙碌着。宁强县水土保持工
作站李文科介绍说:“这是‘丹治二期’工程，
主要通过石坎坡改梯，建蓄水池、沉沙池、排
灌沟渠，以及植物措施的综合配置等，把坡
耕地变为梯耕地，让泥下不了山，水不乱流，

起到兴水固土的保护作用。”
参与工程建设的 64 岁老人付枝军说：

“来这儿干活的村民都是自愿参加的。每天
工钱是 100 元，离家近，中午还能回去吃饭，
比在外打工好。”在介绍过程中，只要一说到

“丹治工程”四字，老人总是不自觉地提高声
调并放慢语速，透着高度的认真和重视。谢
明亮介绍说，通过丹治工程实施，汉江源头
的林草覆盖率已经由治理前的 55.8%提高
到了 84.7%，人均基本农田面积也由治理前
的 0.6 亩增加到 0.96 亩，项目区人均产粮由
治理前的 359公斤增加到 422公斤。

截至目前，宁强县在汉江上游沿线累计
完成治理面积 201.08 平方公里，生态修复
面积 33.67 平方公里。这些切实有力、惠民
利民的工程措施，让当地人的爱江之情得到
充足释放，情结和实践得以融合，保护效能
不断放大。这也成为了陕南地区汉江保护
的重要特点之一。

早在 1990 年，王兴康就做起了资源回
收，不过那时是很多人看不上的“收破烂”行
当。现任安康康兴集团董事长的他，从2007
年开始重操旧业。“原因有二，一是我的老本
行，我对它了如指掌。二是发展循环经济在
安康，在陕南，已经是大势所趋。”王兴康说。

如今，康兴区域性大型再生资源回收利
用基地项目占地103亩，总建筑面积4.2万平
方米，总投资2亿元，分拣加工、商品交易、仓
储配送、配套服务、商品展示和信息服务一应
俱全，一年能回收处理各类废旧物资总量达
23万吨以上。“这个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一
年能实现销售收入2亿元，实现利税2000万
元，安排就业500人。”王兴康劲头十足。

昔日的“破烂大王”转身成为“城市矿
产”工程师，借助的正是当地强有力的生态

保护环境与循环发展的大趋势。为保护汉
江，陕西已经构建了一个各层级环环相扣、紧
密交织的体系：借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试点
工作，陕南三市 5870万亩天然林得到有效保
护，奠定了生态保障基础，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
强；《陕西省汉江、丹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两部地方环境
法规为汉、丹江流域水源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法
制保障；2011年启动的大规模移民搬迁，让生
态环境保护与民生工程相得益彰⋯⋯一个科
学严密的汉江保护体系得以筑牢。

在全省布局下，汉江上游的汉中、安康两
市进一步立足自身，优化细节。汉中市环保
局王文海科长介绍，汉中从重点行业入手，实
施污染源治理项目 215 个，累计投入工业污
染治理资金 3.3 亿元，使企业废水排放量、污
染物排放量大幅下降。“以 5 户氮肥企业为
例，企业生产废水排放量由3065万吨下降到
1073 万吨，降幅达到 65%。化学需氧量、氨

氮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分别由2265吨、1296
吨 降 到 1132 吨 和 778 吨 ，降 幅 达 50% 和
40%。”在着力提升工业污染源治理水平的同
时，汉中不断加快生活污染治理设施的建设，
截至2012年，汉中市中心城区和10个县城污
水处理厂全部建成运行或投入试运行，日处理
污水24.15万吨，建成管网195.4公里。

古色古香的小亭子被碧水环绕，一群锦
鲤在池中嬉戏争食。这幕美景竟出现在宁
强县污水处理厂内。如非介绍，很难看出这
养鱼的水都是经过处理后的污水。宁强县
污水处理厂采用 BOT 模式，由江苏思圣环
保设备有限公司建设。公司董事长周尤南
告诉记者：“我们采用国际先进的 CASS 活
性污泥法，能实现日处理污水 2 万吨。”为了
让记者更直观地了解污水净化情况，两位工
作人员各在进水口和出水口灌了一杯水，前
一杯颜色黄浊，后一杯则清澈透亮，净化效
果可见一斑。

爱护汉江水，陕南人共同的情结

保护环境，环环相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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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流淌在秦巴山区的美丽汉江令人心驰神往。汉江，是长江最长的支流，也是

我国中部区域水质最好的大河。处于汉江上游的陕西南部地区担负着国家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主要水源保护地重任，负责供给中线工程70%以上的水。

长期以来，陕南地区在保护与发展的艰难博弈中，通过不遗余力地坚守和创新，

连年保持汉江以Ⅱ类水体达标出境，出色完成了“一江清水送北京”的光荣使命。
近期，国务院南水北调办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

和水土保持“十二五”规划实施考核办法》，明确陕西是《规划》实施的责任主体之
一。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进入冲刺阶段的关键时点，本报记者专赴陕南，探寻一
江清水背后的力量。

能把这清水送到北京，是

我们宁强人、汉中人的荣耀

天然林保护、生态移民、

治理工业污染、加快生活污水

处理、出台地方法规⋯⋯一个

科学严密的汉江保护体系得

以筑牢

饲养棚内,成群的生猪欢蹦乱跳；饲养
棚外,大片的土地外瓜菜飘香。在陕西安康
阳晨现代农业集团，记者真正看到了高效闭
路循环的生态农业。

安康市农业局畜牧科科长王齐康告诉记
者，阳晨集团地处汉江岸边，主要从事现代
农业开发。为了保护好南水北调的汉江水
源，这家企业积极承担环境责任，坚持按照
现代化企业的管理模式安排生产流程，力求
实现闭路循环。

记者走进阳晨集团旗下的秦阳晨原种猪
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是以美国进口原种猪育
种为主业的专业企业，企业负责人告诉记
者，像这样规范的繁育基地，我国西北地区
仅有3家。所有的原种猪都采取封闭饲养的方
式，每个进入圈舍的人都必须经过 3 天的隔
离。通过圈舍的玻璃窗，记者看到宽大的圈
舍内，用栏杆分割出若干个隔间，每个隔间
里都有好几只肤色粉嫩的小猪围着一只三四
百斤的母猪吃奶。“这些繁育出来的种猪，每
头的售价可以达到4000到8000元。”阳晨集
团总裁陈海渔说，企业与甘肃农业大学、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安康学院共同建设了陕西
省农业科技专家大院、安康市现代养猪技术
研发中心等，公司建有饲料分析、猪病检
测、富硒饲料研发3个专业实验室，并在去年
10月被农业部评为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

猪场这么干净，那些臭烘烘、难处理的
粪便去哪儿了？企业负责人指着猪场外上百
米地方的两个绿色罐体说：“这就是粪便从
垃圾变成宝的地方。这两个罐体是我们的厌
氧反应罐，总体积为 6400 立方米，主要用
来把猪粪转化为沼气发电，养猪场产生的粪
便通过铺设在地下的管道源源不断地往罐体
中运送，经过发酵的沼气也会源源不断地产
生。目前，已经建成年发电量 1 兆瓦的一期
工程，从今年春季开始试运行。”

按照设计，发电厂每天能消耗 90 吨含
水率为 20%的猪粪，所产沼气日均可发电
8640千瓦时。现在不仅能将种猪场每天产生
的猪粪全部处理掉，有时还需要外购。预计
到8月份，电厂发的电将可并入国家电网。

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发酵罐不仅产生沼
气，还产生沼渣和沼液，这些正是有机农业
的好材料，于是我们就设计了“猪—沼—肥
—菜/果/花”的循环经济模式，建起了占地
15200 亩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重点发展
生态设施农业、标准化养殖业、生态休闲观
光业、农产品加工和物流业。

走出发电厂，来到阳晨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园。一排排白色塑料薄膜盖顶的大棚
整齐排列，大棚里种满了五彩斑斓的蔬菜
和清香扑鼻的瓜果。陈海渔说，示范园按
照 生 态 农 业 模 式 修 建 和 种 植 很 有 示 范 意
义，已经被陕西确定为陕南浅山丘陵地区
循环发展的典范。

王齐康还告诉记者，目前阳晨集团以种
猪场为核心成立的阳晨生猪产业联盟已吸纳
63 家企业，经营范围扩展到陕西、重庆、
甘肃等地，年出栏育肥猪能力达 25 万头。
预计到 2015 年，将出栏育肥猪 100 万头，
实现销售收入 74 亿元，带动 15 万人就业。
产业联盟准备在每个养殖场周边都建起这样
的循环经济园，变废为宝、化害为利，以实
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干干净净的猪舍

瓜果飘香的大棚

别样美丽的

循环农业
本报记者 雷 婷

一面是发展速度长期滞后于陕西省平
均水平的现状，一面是刻不容缓且要长期肩
负的生态保护重任，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曾经
长期困扰着陕南地区。发展方式如何定
位？从十一五的“突破发展”到现在的“循环
发展”，陕南人走过了漫长的探索之路。

于是，构建“环境友好、减量减排”的循
环产业体系成为陕西破题之路。只有通过
循环发展，“沉闷”已久的陕南才能获得更强
的发展脉动，在抵御生态破坏的同时，力抗

“贫穷的污染”，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
展齐头并进的富民路。

循环发展，需要集中布局，发挥集约优
势。在汉中市宁强县循环经济产业园内一
排整齐的厂房外，园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万
树告诉记者：“这是我们建设的 3.2 万平方米
的标准厂房，厂区内的食堂、公寓也已齐

备。园区产业主要以农副产品、食品饮料、
医药科技、商贸服务、现代物流等为主。截
至今年 4 月，入园企业已有 16 户，其中 12 户
已经建成投产，全年实现产值可达 10 亿
元。”在安康，产业联盟体现了另一种层次上
的集中布局。安康市农业局畜牧科科长王
齐康介绍，阳晨生猪产业联盟已吸纳 63 家
企业，实现产值 4.8 亿元、销售收入 4 亿元，
较加入产业联盟前增加收入 2.8亿元。

集聚效应持续发酵，使循环发展逐渐成
为陕南企业的自觉行动。对此，汉中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调研员史瑞建深有感触：“无论
是企业内部、园区内企业间还是市域内企业
间都能看到循环发展的明显效果。在企业内
部，高炉煤气回收利用、循环农业等方面的重
点节能和循环经济项目已有 38 个；在园区
内，以勉县工业园为例，园内的天荡山水泥厂
将陕钢的废炉渣回收后作为水泥的原料加以
使用；在市域内，多年来让人头疼的略阳电厂

的粉煤灰，现在成了许多生产混凝土加气块
的企业上门购买的‘香饽饽’。”

循环发展，还需要科技创新的支撑引
领。以黄姜为原料提取药用皂素，曾是安康
部分县的支柱性产业，被当地人称为“药黄
金”。但因生产工艺落后，污染排放量大，成
为国家南水北调工程中线水源的最大污染
源，一度有 17 家黄姜企业被关停。这对本
来就贫穷的安康，无疑是一个痛击。为此，
安康市与省环保科技部门以及陕南兄弟市
经过六年协作攻关，以新工艺一举治愈了黄
姜产业顽疾，从根本上扭转汉丹江流域皂素
生产污染局面，使黄姜皂素产业成为当地一
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产业。据测
算，当地建设一个 1000 吨黄姜皂素清洁生
产企业，可带动 15万农民脱贫致富。

循环经济，已深深根植在了秀美的陕南
大地。汉江，这条西北小江南上的绿色丝
带，将继续在秦巴山间安澜流长。

发源于陕南的汉江，滋润着中国的沃土。

10 年来，经济欠发达的陕南地区，担负起国家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主要水源保护地的重任，将

一江清水源源不断地注入京津“大水缸”。这背

后的力量，值得挖掘，耐人品叹。这种力量，融

合了敢于担当、厚重质朴的文化力，融合了系统

完善、严谨科学的统筹力，也融合了务实肯干、

勇克难题的执行力。

然而，一方面是水源地保护重任，一方面是

地方发展诉求，这让陕南地区压力重重。从“突

破发展”到“循环发展”的定位转变，使陕南地区

重获发展引擎，但长期形成的薄弱经济基础非

短期可易，陕南的循环发展之路依旧任重而道

远。此种情况下，为陕南地区共解生态保护压

力，齐输经济发展动力，已成当务之急。

解压力，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扶持。近年来，

陕西积极落实中央对南水北调水源区补偿政策,

并加大省级财政对陕南地区生态补偿的支持力

度。但补偿资金与当地水源地保护工作的实际

需要仍存在很大差距。以垃圾和污水处理厂建

设为例，就存在地方配套资金缺口大、项目正常

运行缺口大的问题。再如汉江干流防洪工程，由

于工程投资大，项目区又多为贫困县，存在市县

配套压力大的问题。对此，需要进一步完善补助

办法，提高补偿标准，建立完善由调水受益省市

按照调水量给予水源地区横向财政转移补偿，以

及受水区和供水区对口支援帮扶机制。

输动力，需要更优的谋划和配置。在多方

合力下，陕南的循环经济得以快速起步，但仍然

面临专业化分工布局水平不高、产业集群和大

企业集团难以形成、技术创新集成能力薄弱、企

业融资难等问题。为此，需要进一步细化和优

化陕南的循环经济发展布局，理清循环产业发

展脉络，通过土地、政策、资金等方面资源的优

化配置，夯实陕南循环经济发展基础。同时，应

继续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加强和改造融资服务，强化科技人才支

撑，全方位改善陕南循环产业发展大环境。

陕南地区对汉江上游水资源保护，不仅仅

是区域的生态课题，而是欠发达地区由被动转

向主动，破题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样本。因

此，我们应携手为陕南地区共解压力，齐输动

力，创新打造一种产业格局、人居建设、山水环

境等各方联动的“系统合力”，全力以赴耕种这

块异常珍贵的生态经济试验田，为我国绿色发

展积累经验，共赢成效！

转变定位，迈向循环发展如何破解保护与发展的难

题，陕南地区找到了循环发展

这一突破口

保护水生态

呼唤系统合力
□ 董碧娟

陕南地区连年

保持汉江以Ⅱ类水

体达标出境，保证

了“一江清水送北

京”。图为位于陕

西省汉中市宁强县

马家河村的汉江源

头，水质清可见底。

本报记者

董碧娟摄

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污水处理厂的工作

人员在检测水质。

阳晨阳晨集团沼气发电综合利用项目现场集团沼气发电综合利用项目现场

“丹治二期”工程把坡耕地变为梯耕地，防

止水土流失。图为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戚家垭

村陈家湾工程施工现场。

人@ 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