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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宁县地处豫西山区，总土地面积 346
万亩，地形地貌为“七山二塬一分川”。温和
而湿润的气候、秀美的地形地貌，孕育了富
庶丰饶的自然物产，使“生态洛宁”的道路更
加宽广。

洛宁县是国家优质苹果生产基地县、
国家无公害水果基地县、全国经济林产业
示范县。全县以苹果、梨为主的特色水果
种植面积已达 23.5 万亩，年总产量 2.6 亿
公斤。

其中上戈苹果以色泽鲜艳、香味馥郁、酸
甜可口、风味独特而荣获国家和省级多项大
奖，一年一度的洛宁县金秋上戈苹果采摘节，
更是让洛宁声名远播。

目前，水果生产已成为洛宁农民脱贫致
富和振兴县域经济的主导产业，被确定为洛
阳市农业六大支柱产业之一。为进一步增加
苹果的附加值，拉长产业链条，洛宁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先后招进大型水果企业9家，引进
项目11个，为洛宁水果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洛宁县还是全国闻名的速生杨之乡，全县
速生杨树栽植面积 25 万亩、杨木蓄积量 150
万立方米以上。为拉长杨木经济链条，洛宁先
后引进宁波天宁相框、深圳富宁画框等木材深
加工企业20余家，发展杨树经济成为群众增
收致富的新途径。

在深圳富宁画框公司的产品展厅里，一
幅幅装帧精美的油画，或风景旖旎无限，
或人物栩栩如生，制作画框的原材料正是
洛宁比比皆是的速生杨木。

目前，深圳富宁画框公司正在积极筹备
申请 FSC 认证。FSC 是欧洲发起的国际森

林认证标签，通过对杨树种植基地的规模、环
境等一系列指标的考核，确定其种植的杨树
是否能够达到认证条件，如果得不到认证将
无法进入欧美市场。

目前，全国通过FSC认证的企业不到10
家，树种主要是松树、桉树、竹林等。如果洛宁
速生杨能够通过 FSC 认证，不仅能够提升洛
宁知名度，而且会吸引更多客商到洛宁投资木
材加工。

洛宁素有“北国竹乡”的美誉，有着4000
多年的绿竹栽植历史。该县在陈吴乡东寨子
村陈吴金门绿竹风情园已连续举办七届绿竹
风情节，并在园区内先后建成了竹林人家餐
厅、休闲竹屋宾馆、农家游宾馆、旅客购物中
心、灯光音乐游乐园、百竹园和竹文化长廊，
以绿竹文化为主的休闲游已成为洛宁独具特
色的区域旅游热点。

竹编是洛宁县一种古老的民间传统工
艺，竹产品远销欧、美、日、港、澳、台等地。

该县还重点推进神灵寨景区的升级改
造、楼梯山狩猎场的开发等项目，建设集休
闲、观光、度假、娱乐于一体的综合高档旅游
景区；积极对“洛书文化”“西子湖”等特色显
著的文化生态资源进行高起点规划、高品位
开发；围绕上戈苹果、砚凹桃花等特色种养，
大力发展乡村观光游，构建山水生态、历史
文化和乡村观光相得益彰的旅游大格局，努
力把洛宁打造成洛阳乃至中原地区富有特
色的区域性旅游目的地。

如今，洛宁县走出了一条生态与产业、兴
林与富民有机结合的成功之路，出现了大地
增绿、农民增收、企业增效、政府增税的和谐
局面。

洛宁：生态立县促“美丽崛起”

全国绿化模范县、全国经济林建设先进县、全国特色种苗基地、全国经
济林产业示范县、全国绿色能源建设示范县……一系列骄人的荣誉，见证了
洛宁走过的一条不平凡的生态之路。据统计，该县林业用地面积已达226
万亩，林木覆盖率达59.75%。一个山水园林相间、生态环境优美的绿色生
态之城正迅速崛起！

4月的洛宁县，城乡处处绿意盎然、花
团锦簇、碧水流淌、鸟鸣花香，俨然一幅美
不胜收的画卷。

如何在工业化、城镇化浪潮中避免破坏

生态？如何在发展进程中彰显洛宁特色？这
一直是该县决策者关心的头等大事。一个时
期以来，洛宁党政领导层在反复调研的基础
上，将生态立县放在了战略目标的首位。

凤翼山公园是洛宁县大型生态文化主
题公园。公园内，处处绿意盎然：道路两侧
种着高、中、低三层植被，乔木灌木错落有
致，春夏之际，花儿争奇斗艳，绮丽醉人。

这个位于洛宁县城北侧、占地 2000
余亩的公园，几年前还是一座荒山，黄土裸
露，水土流失十分严重。2009年该县开始
改造荒山，目前这座山上已种植各种树苗
50余万株，形成了雪松、碧桃、樱花、桂花
等10多个园区。

这只是洛宁荒山改造的“冰山一角”，
在洛宁，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洛宁县兴华镇夏前头村的李书邦、王
海英夫妇，放弃稳定的教师工作，28 年来
历尽艰辛在山上种刺槐、杏树、苹果树、李
子树、核桃树，将一座60余亩的荒山变成
了令人向往的现代“桃花源”。

近年来，该县围绕“生态立县、产业兴
县、开放强县、特色福民”的发展思路，始
终坚持把保护和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放
在首要位置，按照集中连片、规模发展、注
重效益的原则，坚持政策引导、市场运作、

民营参与、社会投入的林业创新机制，积
极推行树随地走、谁栽谁有等林业优惠政
策，大力开展林业生产“大地披绿行动计
划”。

该县通过规划扩绿、破硬建绿、见缝
插绿、人人播绿，对全县主要交通干道及
其沿线荒山、村庄都实行重点绿化，先后
实施了一大批林业生态建设工程，形成了

“三带、两区、两点、一园、一网络”，构筑
点、线、面相结合的林业生态体系和林业
产业体系。

“三带”即生态经济林带、生态旅游林
带、深山封育林带；“两区”即川涧沟壑杨
树区、浅山丘陵刺槐区；“两点”即县城绿
化美化、村镇绿化美化；“一园”即城郊木
材精深加工产业园；“一网络”即生态廊道
网络。

2009年以来，全县累计完成人工造林
53万亩，平均每年新增人工林13.25万亩。
其中，百亩以上荒山绿化精品工程总面积
达到 8.8 万亩，人工造林精品工程率达到
90%，造林面积连续4年居河南省首位。

走进洛宁县陈吴乡金门生态园，只见
工人们正在紧张地挖穴、浇水栽植果树。

金门生态园位于陈吴乡谷圭塬，规
划占地面积 3200 亩，由河南中迈投资集
团分两期进行建设，计划 3 年内建成投
用。该园区栽植了突尼斯软籽石榴、美
国无籽黑提、日本薄皮核桃、陕西渭南五
红果、红香酥梨、红富士苹果等 20 余个
果树品种，并在林下种植黄芪、生地、白
芷等中草药。

同时，该生态园规划建设一个奶牛养
殖场、果品加工厂，配套窑洞宾馆、垂钓、餐
饮等休闲度假设施和停车场等，打造以“四
季果园观花踏青、水塘垂钓养生休闲、生态
水果采摘品尝、窑洞宾馆特色度假”为特色
的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园，并着力发挥园区
的辐射带动作用，计划将金门生态园打造
成全县重要的生态水果示范基地。

总面积5200余亩的莲花寨林业观光
园，位于洛宁县城郊乡余粮、崖地两个村
的北坡丘陵区，是一个以核桃科研和加工
为基础，集林果经济、生态旅游、休闲度假
于一体的综合农业观光园。

目前，该园区内栽植了36个品种的优
良核桃12万株、31个品种的特色果树2万
株、景观树木 4 万余株，并种植林下药材
3000余亩。近期，莲花寨农业观光园将实
施二期工程，计划在 3 年到 5 年内被打造
成中西部地区最大的核桃基因库、全国知

名的核桃科研开发基地、全省现代林业与
生态农业相结合的示范园区。

西山底乡孙洞村是洛宁县有名的贫困
村，农民收入全靠种植粮食作物而来。近
年来，该村主动转变发展理念，通过土地流
转，大力建设集蔬菜种植、果树栽培、畜牧
养殖和生态观光为一体的生态农业示范园
项目，目前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被省科技
厅评为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在洛宁，像这样的生态园已经建成
46个。

近年来，洛宁县委、县政府坚持结构调
整、土地流转、生态旅游“三篇文章一起
做”，强力实施“三个千亩”工程，要求全县
每个乡镇在完成分配造林任务的基础上，
立足各自实际，抓好精品示范带动作用，每
年至少规划发展1个千亩以上造林绿化示
范区、1个千亩以上水果基地和1个千亩以
上生态农业示范园。

同时，该县还按照“九个一”标准打造
农业生态园，即一个名称、一个规划、一幅
效果图、一个经营主体、一条通达主干道、
一种地方特色、一个生态大门、一处管理设
施、一处文化旅游元素。

该县两年来累计完成千亩重点工程
14.3万亩，重点组织实施的凤翼山生态观
光园、莲花寨农业生态园、西山底现代农业
示范园、罗岭高山牡丹园、涧口砚凹生态观
光园等46个农业生态园已初具规模，呈现
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该县计划用 3 年到 5 年的时间，在全
县建设100个特色农业生态园，使全县林
木覆盖率达65%，将农林生产活动、自然风
光、科技示范、休闲娱乐、环境保护等融为
一体，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的共赢。

驱车沿高速公路进入洛宁境内，沿途新
栽植的绿树迎风摆动，特别是万亩竹海让人
心旷神怡。“生态洛宁”让游客宛若步入了一
幅绝妙的山水画。

洛宁曾是全省唯一的交通“四无”县：没
有铁路、高速公路、国道、快速通道。2012年
12月31日，洛阳-洛宁高速公路正式建成通
车，彻底改写了洛宁长期以来受交通制约的
历史。

为了更好地打造宣传洛宁、推介洛宁的
亮丽名片，该县结合本地实际，经过精心谋
划，在公路沿线打造万亩绿竹长廊，并开展了

认建、认养活动，对在建高速公路沿线进行全
面绿化美化。

按照县绿化委员会提出的认建项目，由
县内重点企业自建或委托造林专业队建设
高速公路景观竹林带，并添置其他绿化景
观设施；由各企业委托专业队或直接参与
日常管护工作，适时浇水施肥，防治病虫
害，确保成活率，管护其认建景观不受损
害。目前，该县已在洛阳-洛宁高速公路洛
宁东入口处，建设了 2 公里长、40 米宽的景
观竹林带，栽植 120 亩 70 余万株淡竹，县直
23 个单位和 7 个重点企业参与了认建、认养

活动。
同时，该县坚持“保护古树就是保护历

史”的理念，创新古树名木保护机制，对全县
挂牌保护的 1205 棵古树名木全部实现 GPS
定位，并鼓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
各界人士参与认养古树名木活动。目前，全
县古树名木认养单位和个人已达 135 个，共
认养古树名木126棵。

这种保护古树名木的创新做法被称
为“ 洛 宁 模 式 ”，并 在 2012 年 8 月 30 日
召开的全省绿委办工作会议上被推广至
全省。

借荒植绿 拓展城乡绿化空间

借地造绿 生态园区新姿初显

借势护绿 打造特色“绿名片”

借绿生金 经济生态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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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口乡砚凹村千亩桃花林惹人醉

2013 年，洛宁将坚持生态立县战
略，以建设林业生态大县和林业产业强
县为目标，按照“由近及远，由点到线，连
线成面，逐步推进”的原则，突出重点，彰
显特色，打造精品，强化示范，实施“1110
工程”为主的“大地披绿行动计划”（即全
县义务植树，适龄公民每年每人平均栽
植10棵树，每个单位营造一片林，全年
全县完成10万亩以上造林任务），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建设美丽生态新
洛宁。

该县还将以高速公路可视范围的两
侧、乡（镇）政府所在地、46 个生态园和
故县水库周围荒山和坡耕地为重点，以
村庄、庭院、廊道为中心，以沿湖、沿河、
沿路绿地为骨架，构建点、线、面相结合
的城市绿地系统，积极开展省级、市级花
园式单位创建活动，进一步扩大城市绿
化区域。

2013 年该县规划千亩重点工程 34
处，规划面积54810亩；全县1/5的村庄
将进行标准绿化；全年计划完成林业生
态建设总任务25.94万亩。

春光正好，洛水绿如蓝；春花正艳，
崤山青如黛。放眼洛宁大地，到处洋溢
着蓬勃生机的绿意，一座现代化生态之
城、魅力之城正崛起在崤山洛水间。建
设美丽生态城已成为 46 万洛宁人不变
的追求。

2013年，洛宁生态
建设继续提速

故县水库故县水库（（又名西施湖又名西施湖））风光旖旎风光旖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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