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卓尼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接壤的

褶皱地带，县境地域辽阔，苍翠的山峰、清澈

的河流，在绿水青山间分布着广袤的森林和

草场，黄河一级支流洮河流经县境 7 乡镇、

长达 174 公里，是我省主要天然林区和黄河

上 游 重 要 水 源 涵 养 区 。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60.8%，天然草原植被覆盖率达到 97.4%，是

一座“可以打包空气送给朋友”的城市，更是

一个“美得让人心醉”的地方。

机制保障生态优先

一场大雨过后，坐落于卓尼县洮砚镇的

拉路河村被云雾笼罩，空气分外清新怡人。

干净整洁的乡间小道，门前清澈的河水，鲜

花盛开的庭院，村庄周围布满松林草甸，像

极了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绿色是卓尼的“特色”，生态是卓尼的

“生命”。今年以来，卓尼县结合“三抓三促”

行动，在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中，始终

高起点谋划、高标准要求、高质量推进，构建

起“党政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社会共同

参与”的格局，先后出台系列政策措施，为全

县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编制了

《卓 尼 县 国 家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示 范 县 规 划

（2020—2025 年）》，压 实 责 任 ，明 确 方 向 。

全面实施河湖长制、林长制，清理河道 134.6

公里，回填平整河道 1600 平方米，洮河干流

卓尼段获评省级“美丽幸福河湖”。统筹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坚定不移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

生态画卷徐徐铺开

行走在卓尼大地，各具特色、各美其美的

景象令人目不暇接。尤其是在盛夏七月，沿着

省道 306线一路向前，公路两边的绿色长廊以

及金灿灿的油菜花田，在蓝天白云间交汇成了

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公路如同一条项链串起

了沿途美景，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客。

洛克之路被称为“中国最美 100 公里”，

深 受 徒 步 旅 行 者 的 喜 爱 。 1925 年 至 1927

年，美国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在卓尼禅定

寺居住了两年多的时间，被卓尼优美的生态

环境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所吸引，在《国家

地理》杂志上用整整 46 页的篇幅介绍了在

卓尼的所见所闻。洛克之路就是当年约瑟

夫・洛克从卓尼县前往迭部县的考察线路，

因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神秘的旅行体验，成

为卓尼文旅的“流量密码”。

为了将县域内的景区景点连接起来，形

成互有连通、聚点成线的全域旅游大环线格

局，今年以来，卓尼县结合“三抓三促”行动，

以百里洮河风情线为主轴，以大峪沟、车巴

沟、黑河沟及九甸峡景区景点为辐射，着力

构建全域旅游格局，全面放大文化旅游“一

业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和带动作用。

生态红利惠及人民

漫步卓尼县木耳镇博峪村的阡陌巷口，

旖旎的田园风光、精美的藏式房屋、优美的

庭院环境，勾勒出“宜居、宜行、宜游”的田园

综合体新画卷。

今年以来，卓尼县深入实施“11358”发

展思路，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小康村，纵深推

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深入实施文化旅游

“一十百千万工程”，围绕做大做强“全域旅

游无垃圾·藏王故里·秘境卓尼”这一特色品

牌，建成千村美丽示范村 19 个、万村整洁村

52 个，打造了博峪村、力赛村、拉路河村、阿

子滩村等乡村旅游样板村。

发展生态农业是卓尼转化生态价值的又

一着力点。该县积极探索农旅融合发展道

路，形成了“以农促游、以游带农”的良好发

展局面。乡村旅游受到游客青睐，农（藏）家

乐蓬勃发展，带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成为

卓尼生态农旅的新看点。村民们在家门口

吃上了生态旅游饭，好风景带来了好“钱”景。

“今年以来，全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全面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着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工

作，全面推进绿色转型发展，统筹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治理，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全县林草

覆盖率不断提升，生态环境状况指数、空气

优良天数、地表水、地下水水质等数据多年

保持优良等级，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卓尼县副县

长何振业说。

卓尼把“环境革命”作为守住青山绿水、

呵护蓝天白云、建设美丽家园的长远之计，

着力打造“天空增蓝、山脉增青、草原增绿、

江河增流、乡村增美、群众增收”的幸福家

园。自 2015 年以来，卓尼动员全社会力量

进行“环境革命”，建设全域无垃圾旅游示范

区，打造以全域无垃圾、无化肥、无塑料、无

污染、无公害为内容的“五无甘南・秘境卓

尼”，全力守护一方青山绿水。

2022 年，卓尼县提出了建设“两山论”

实践创新基地，制定了为期五年的实施方

案，确定了“治山增绿和林地提质”的目标任

务，计划投资 1 亿多元，在城区周边、南北两

山、公路沿线、景区景点栽植苗木 1 万亩，共

计 258 万株。2022 年至今，卓尼已高标准、

高质量完成义务植树 77.498 万株、工程

造林 73 万株。

铺 好 绿 色 发 展 的 底

色 ，才 有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成 色 。 通

过 全 县 上 下 的

共 同 努 力 ，

卓 尼 县 域

生 态 环 境

持 续 向

好 ， 生

态 效 益

日 益 凸

显 ，人

民 群 众

共 享 生

态 红利。

绿 水 青 山 展 笑 颜
——卓尼县成功创建第七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韦德占 王芝莲

这里森林广茂，水草丰美；这里

生 态 优 良 ，气 候 宜 人 ；这 里 风 景 秀

美，资源丰富……这里就是藏王故

里——秘境卓尼。

今年 10 月 27 日，生态环境部公

布了第七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名单，卓尼县荣获“第七批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是目前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最高荣誉。

这 张 国 家 级 生 态 文 明“ 金 名 片 ”背

后，是卓尼县坚决守好发展和生态

两条底线，高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工作，努力走出一条绿色高质量发

展之路的信念和决心。

木耳镇秋古村木耳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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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省道两边的绿色长廊以及金灿灿的油菜花，在蓝天白云间，交汇成了一副美丽的生态画卷。

冬日的清晨，漫步卓尼街头，清新的空

气沁人心脾。沉睡了一夜的小城，睁开惺忪

的眼睛，焕发出崭新的容姿。干净的街道，

亮丽的牌匾，彰显着这座城市的洁净与美

丽；晨练老人优雅的姿态，路上行人幸福的

笑容，展示着这座城市的文明与幸福。

卓尼县位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

合部，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是

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过渡带，曾是茶马古

道必经之地，也是历史上繁盛一时的重镇。

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积淀，赋予了卓尼原

始 多 样 的 自 然 生 态 和 独 具 特 色 的 人 文 景

观。正因如此，卓尼县连续四年荣获“中国

最美县域”称号。

卓尼有郁郁葱葱的浩瀚森林和广袤无

垠的天然草场，是金钱豹、水獭、藏原羚等

20 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名 贵 中 药 材 的 出 产 地 和 丰 富 矿 产 的 蕴 藏

地。旅游资源融山、水、林、草于一体，兼惊、

险、奇、秀之特征，以“四沟”（大峪沟、拉力

沟、卡车沟、车巴沟）、“两峡”（康多峡、九甸

峡）、“两点”（柳林镇、扎古录镇）为代表，因

其多样性、原始性、神秘性著称。

除自然风光外，卓尼县还有着丰富的人

文景观。卓尼有“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

洮 砚 之 乡 ”的 美 誉 。“ 莎 木 — 巴 郎 鼓 舞 ”在

2008 年 被 列 入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三格毛儿”服饰藏族古代服饰礼仪的

“活化石”，2010 年被列入省级第三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卓尼县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促进文旅融合，推动

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卓尼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和“两山”

实践创新基地创建为抓手，全面推进生态保

护和修复工作。通过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

保护、水土保持等生态工程，加强自然保护

区建设和管理，全县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保

护和改善。

卓尼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丰

富的文化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文化创

意、特色农业等绿色产业。近年来，卓尼县

始终把产业发展当作乡村振兴的基础，大力

发展“牛羊菜药菌”五大特色产业，加快构建

现代特色农牧业发展体系，加快推进现代种

植业“五个万亩”培育行动，产业多元化发展

的格局逐步形成。如今的卓尼，种植业、养

殖业、旅游业齐头并进，群众的参与感、获得

感不断提升，美丽小城处处充盈着产业发展

的新希望。

“从曾经的遍地瓦房，到如今高楼林立；

从曾经的污水漫道，到如今干净整洁；从曾

经的遍地坑洼，到如今的步步美景……不仅

仅是环境变美了，我们老年人现在的生活也

更加幸福。有退休金，有养老金，生病了还

有医疗保险。”卓尼县群众卓巴扎西说。

近年来，卓尼县的城乡面貌和群众生活

水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雅洮河

大桥、城区管网改造提升等工程相继投入使

用，卓合高速、卓碌公路等骨干通道和乡镇

市政道路建设陆续实施。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成效初显，新兴产业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全域旅游发展步伐持续加快，“一十百千万”

工程快速推进，“百里洮河风情线”生态旅游

长廊初步成形，“红色博峪”“金色阿子滩”等

一批旅游标杆村闻名全省。“十三五”期间，

全县累计接待游客 540 余万人次，创旅游综

合收入 26.1 亿元，分别是“十二五”期间的

3.4 倍和 4.16 倍。

积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提升

农村人居环境品质。无论是城区道路提升

与巷道硬化、城区亮化、沿街建筑风貌改造，

还是“城中村”改造、城区供水管网改扩建、

城区集中供暖、城区生活垃圾填埋场建设、

城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建设，卓尼县城乡建设

事业蓬勃发展，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从优到精”的可喜变化，为人民群众提供

了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积极推进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

事业的发展，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

感。卓尼县通过加大投入，完善基础设施，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让居民享受到更加优质

的教育、医疗和文化服务。同时，不断加强

社区建设，提高居民的参与度和满意度，构

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挥楫扬帆启新程，踔厉奋进向未来。今

后，卓尼县将持续注重经济建设、社会建设

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构建“各美其美 美

美与共”发展新格局，不断在追求生态美、人

文美、产业美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和影响

力，实现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和生态优美的

良性循环。

——卓尼县连续四年荣获“中国最美县域”称号

构建“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发展新格局

韦德占 王芝莲 梁红芳

群山环绕、泉水甘甜、林木繁

茂、空气洁净……卓尼优越的生

态条件，赋予了黑木耳良好的生

长环境。

走进卓尼县木耳镇出纳村，

成片的木耳大棚在青山脚下星罗

棋布。棚内吊挂起来的圆柱状木

耳菌棒上，长满了黑黝黝、肉嘟嘟

的黑木耳，如同恣意绽放的花朵，

煞是好看。村民提着水桶、箩筐，

穿梭在菌棒之间，采摘、运输、晾

晒，一派繁忙景象。

正在娴熟地采摘木耳的村民

刘拉目欣喜地说，能在家门口挣

钱，还能照顾家里，一举两得，让

她感到十分满足。

今年以来，卓尼县以“三抓三

促”行动为抓手，依托资源禀赋，

把产业发展 作 为 乡 村 振 兴 的 基

础和关键，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 果 同 乡 村 振 兴 有 效 衔 接 进 程

中，紧紧围绕“11358”发展思路，

立 足 实 际 ，深 入 实 施 以 食 用 菌 、

青稞、油菜、中药材、高原夏菜为

主 的“ 五 个 万 亩 ”现 代 种 植 业 培

育 行 动 。 特 别 是 大 力 发 展 黑 木

耳 产 业 ，实 现 规 模 化 生 产 ，为 全

县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增添了

强劲动力。

特有的地理资源和气候条件

造就了卓尼黑木耳“肉厚耐嚼、韧

而不硬”的卓越品质。今年，卓尼

县建设黑木耳种植示范基地 10

个，黑木耳、玉木耳、赤松茸等食

用菌产业实现产值 2.82 亿元。卓

尼 县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站 站 长 卢 勇

说：“卓尼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宜食

用菌种植。尤其是木耳栽培，在

不 断 的 摸 索 中 ，我 们 总 结 出‘ 木

耳+高原夏菜+羊肚菌’与‘春木

耳+秋木耳+冬季羊肚菌’一年三

茬轮作模式。主要栽培半筋系列

的黑木耳和白玉木耳，以大棚吊

袋和大田地摆方式栽培，实现了

资源效益最大化。”

发 展 产 业 ，人 才

是 关 键 。 卓 尼 县

创新实施“千人

千万”培训计

划 ，在 全 县

45 个黑木

耳 种 植

示 范 基

地累计培训黑木耳种植技术人才

2620 人次，为黑木耳产业发展提

供了有力支撑。

截 至 目 前 ，卓 尼 县 共 有 木 耳

产业龙头企业 4 家、合作社 35 家、

种植大户 53 家，引培美石菇源、车

巴实业等企业建成菌棒生产加工厂

2 个、菌棒生产基地 2 个，建成食用菌

冷链分拣中心和废弃菌棒资源化利用

加工厂各 1 个。引进美石菇源、菌味生态、

纳朵朵、山珍土特产等龙头企业开展木耳产

品研发、加工销售，形成“菌棒生产+基地种植+

加 工 销 售 ”链 式 发 展 模 式 ，全 产 业 链 带 动 农 户

5680 户 9950 人，户均增收 6000 元以上。

随着黑木耳产业规模化、科技化、长远化发

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选择到卓尼参与这场

“木耳盛宴”。蒙俊杰是一名农学专业的大学生，

毕业后他毅然选择返乡创业，靠着种植木耳找到了属于自

己的事业。“我现在自己种木耳，有 14 个木耳种植大棚和 50

亩露天木耳田。之所以敢尝试创业，是因为前期有政策扶

持，而且销路不用担心。”蒙俊杰说。

目前，“卓尼木耳”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请已进入国家

审核阶段，卓尼木耳干品通过农产品批发市场、摊点零售、

超市零售、电商等渠道，已远销全国多个城市，走上了千家

万户的餐桌，品质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

今年 9 月份，卓尼木耳亮相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清真

食品展览会，吸引众多国内外客商关注。在今年黑龙江牡

丹江召开的全国食用菌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卓尼县被中国

食用菌协会确定为中国黑木耳之乡、中国黑木耳主产县、黑

木耳产业助力乡村振兴重点联系县域。

从小作坊运营到合作化种植，从种植大户到龙头企业，

从土地流转到务工学技术，从人才引进到大学生返乡创业，

从菌棒生产到种植加工，卓尼木耳走出了一条“党组织+龙

头企业+集体经济+基地+人才+农户”的产业联动之路。

如今，黑木耳产业在卓尼遍地开花，带动农牧民增收致

富，为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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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尼县城蓬勃发展的生动画卷徐徐铺展。

木 耳 镇 博 峪 村

“格尔康”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