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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建设：秀美鹰城入画来

鲁山尧山山峰叠翠、叶县

燕山湖烟波浩渺、郏县眼明寺

公园林木葱郁……建市60年

来，历届市委、市政府大力推

进产业转型，握牢生态交接

棒，跑好环境保护接力赛，把

平顶山创建成为国家园林城

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卫生

城市、中国旅游城市，绿色发

展之路越走越宽，生态红利持

续释放。

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

而为。近年来，我市把践行“既

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作为第一担当，开启了创建资

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示范区的

征程，让这座资源型城市内外

兼修，在科学发展的同时挥洒

铺陈“山绿、水清、天蓝”的大美

画卷。

平顶山因煤而立、依煤而兴，原煤生
产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小矿井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带
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对环境的污染
也日趋严重。

历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
护，确立了“生态建市”的发展战略，着力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构建生态安全
屏障，确保山川秀美、绿水常在。

2013 年，我市充分发挥环境保护在
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中的重要
作用，狠抓主要污染物减排和环境综合
整治，强化环评调控作用。

2014 年，我市建立大气污染防治联
席会议制度，投入大气污染防治资金24
亿元助力“蓝天工程”，同时严格执行项
目建设环评标准，积极实施“退城进园”。

2015 年，我市首次明确将环境保护
纳入地方各级政府政绩考核，并实行环
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对未完成“蓝天工
程”行动计划年度任务的进行通报批评
和责任追究。

2016 年，我市大气污染防治进入全
面攻坚阶段。各县（市、区）、各级部门以
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推出了减煤、控
车、抑尘、治源、增绿等“一揽子”措施，坚
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了阶
段性的胜利。

——工业污染治理率先展开。截至
目前，全市54台燃煤锅炉拆改、53家砖瓦

炉窑提标治理、67台非电行业燃煤锅炉提
标治理任务全部完成；9台运行统调煤电
机组已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任务；关闭
了十二矿电厂、四矿电厂和蓝光电厂。

——扬尘污染治理绝不手软。对
500余家在建的工地实行综合整治，达标
率达84%。市区周边道路清扫保洁水平
大为提高，“以克论净”正在推进，扬尘污
染持续下降。

——机动车和油品污染管控任务超
额完成。全市淘汰黄标车18660辆、老旧
车 15810 辆，超额完成省定任务；省定 1
座储油库、260家加油站、39台油罐车的
油气回收治理任务已全部完成。

城市污染治理如火如荼，乡村环境
整治亦持续推进。我市不断强化“清洁
工程”建设，全力推进农村环境治理、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培育
建设美丽宜居小镇、中心村和特色村。

“十二五”期间，我市成功创建4个国家级
生态乡镇、4个国家级生态村、26个省级
生态乡镇和351个省、市级生态村。

如今的卫东区北部金牛山上绿意
盎然，谁能想到这片矿山塌陷区曾经
土石裸露、一片荒芜。

经过几十年的造林绿化，卫东区
大力修复矿区生态，在北部山体建成
了马棚山等生态公益林；在浅山丘陵
建成了金牛山万亩风景石榴园、吕庄
核桃园、岳家千亩核桃园等经济林示
范基地，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观光旅游、
果实采摘、生态休闲的生态园。

建市以来，我市不断加大林业生
态建设力度，加快城郊造林绿化步伐，
坚持不懈地编织绿网。

按照“三区三点一网络”的林业发
展格局，我市实施了山区生态体系建
设、农田防护林改扩建、生态廊道建
设、环城防护林及城郊森林建设、白龟
湖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植被恢复等八
大重点工程建设，累计完成造林面积
60万亩。截至目前，全市林业用地面
积 已 达 310 万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32.4%。

随着林地面积、森林覆盖率的不
断增加，如何将林地由“资源”变成“资
本”，让群众享受更多的生态红利？

2008年，我市开始“试水”林权抵
押贷款，全面启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最大限度地“盘活”林业资源。目前，
全市林业主体改革已全部完成，各项
配套改革进展顺利，共发放林权证
7.64 万本 11.92 万宗，发证面积 265 万
亩，发证率98.3%。

叶县、鲁山县相继成立了林权管
理服务中心，积极开展林地使用权流
转、集体林地抵押贷款业务，解决了不
少林农和林业经济组织贷款难的问
题。2016年，全市办理林权抵押贷款
2950万元，抵押面积0.81万亩，贷款农
户数达到360多户。

60年来，全市发展速生丰产林、高
效经济林、木本油料林、生物质能源林
等 30 多万亩，形成了森林旅游业、林
下经济、苗木花卉、食用菌、干鲜果、木
材加工等六大林业优势产业。通过积
极引导和扶持发展涉林企业，调整产
业结构，扩大经营规模，推动林业产业
化经营，我市林业经济效益整体得到
提升。

目前，全市发展林地面积1000亩
以上的非公有制林业大户240多户，一
大批涉林项目启动建设。林业产业的
快速发展，有效带动了我市农民增收致
富，全市林下经济发展总面积60.12万
亩，林下经济总产值7.5亿元，初步形成
了林下养鸡、养羊、养猪、养鹅、养鸭、养
兔以及林下种植花生、蔬菜、中草药和
森林景观的综合利用等多个特色产业，
林农年均来自“林下经济”的收入达
6000多元。

从“生态建市”到“生态发展”再到
“生态惠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已深深根植于鹰城人
民的头脑中，并在鹰城大地书写着经
济发展与生态建设比翼齐飞的壮歌。
如今，生态文明建设已不是一个单纯
的生态环境保护战略，而是平顶山经
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鹰城人民正
在齐心协力建设美好家园。

（本报记者 张亚丹）

编织绿网，
让林更多民更富

治理小流域，让水更清景更靓

攻坚大气污染，让天更蓝城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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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覆盖率□林业用地面积

4月24日，阳光明媚，新华区焦店镇
野王村的湛河支流——野王沟内卵石铺
底，两岸青石栏杆围绕，柳树、红叶石楠
间隔种植，形成了错落有致的景观。不
少村民在此散步、聊天，享受着湛河治理
带来的生态成果。

河流湖泊是城市的生命之源，是鹰
城经济赖以发展的根本所在，保护水资
源时不我待。

从建市初期至2014 年，鹰城人民的
“母亲河”——湛河历经5次大的综合整
治，终由洼地沼泽变成绕城“玉带”。

湛河发源于宝丰县马起营和新城区
马跑泉地域，流经平顶山市区后汇入沙
河，全长40.2公里。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数
量较快增长，18条主要支流的劣五类水
全部流进湛河，此外河道及周边存在的
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等诸多问题日益突
出，严重污染了湛河的生态环境。湛河
老城区段虽然经过一、二、三期治理，但
没有从根源上治住污染。

如何让黑臭水体变为一河活水？
2013年，市委、市政府决定，举全市之力、
集全民之智，坚决打赢湛河综合整治这
场硬仗，真正实现河通、水净、岸美，建设
秀美鹰城。

2014年1月6日，湛河综合治理工程
正式开工。如今，截污治污工程基本完

成，河道治理工程基本完工，生态景观工
程成效明显……美丽湛河焕发出勃勃生
机，河畅、水清已基本实现，离全线岸美、
生态也越来越近。

2016 年，我市水污染防治进入新一
轮 深 化 治 理 阶 段 。 针 对 鹰 城“ 大 水
缸”——白龟湖饮用水源地整治，进一步
建立健全了联席会议制度，展开了取缔
非法机动采砂船、磁选船，开展植树造
林，落实休渔、增殖放流、隔离防护、生态

补偿等一系列措施，使水库水质达标率
保持100%，确保了饮用水质安全。

与此同时，我市完成了市污水净化
公司污泥处置工程等 28 个国家重点流
域规划项目治理任务，建成并正常稳定
运行的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共11家，市
区新建污水管网 57.7 公里，生活污水处
理率提升到90%以上。

创建4个国家级生态乡镇

4个国家级生态村

26个省级生态乡镇

351个省、市级生态村

“十二五”期间

改造后的湛河水清岸美。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鲁山县尧山镇东竹园村人居环境不断美化。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植树节市民在山顶公园
斜坡开展植树护林活动。

本报记者 牛智广 摄

湛河区曹镇乡齐务村文
化娱乐广场人工湖成为村中
一景。

本报记者 牛智广 摄

平煤神马集团四矿矸石山披上“绿装”。本报记者 李志勇 摄

▼白龟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绿意浓。 本报记者 李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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