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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改革开放 4400年暨信阳撤地设市 2200年特别报道

本报记者 李 海

天朗气清， 惠风和畅———
抬头望去，是明媚的“天空蓝”。

苍树吐翠， 碧水泛波———
放眼四顾，是怡人的“生态绿”。

如今， 在每一个信阳人的
视野里，信阳最大的资源，就是
生态资源。

生态文明建设， 关系人民
福祉，关乎永续发展。改革开放
以来，我市把坚持绿色、生态发
展摆在重要位置， 城乡面貌得
到极大改观， 宜居宜业水平显
著提高， 美丽信阳建设取得明
显成效 ， 先后 斩 获 诸 多 殊
荣———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园
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连续
九年上榜中国十佳宜居城市、
连续七届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称号……
以生态屏障建设为重点提

升生态环境质量， 以区域特色
产业为基础树立生态经济品

牌， 以地方元素整合为支撑增
强生态文化合力， 以持续发展
为基础丰富生态创建活动，以
节能减排为导向聚力工业污染

防治……一代又一代信阳人久
久为功，补短板、抓提升，强弱
项、夯基础，以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的决心， 不懈追
求天蓝、地绿、水净、气爽的绿
色梦想。

绿色， 正成为信阳最亮丽
的底色。

知行合一 凝聚磅礴“绿色
合力”

四十年前，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号角。
豫南大地， 改革春风吹绿了信
阳的山山水水， 吹暖了生态文
明建设事业。与全省、全国其他
地市一样，信阳的生态文明建设
同样经历了从环保意识启蒙、环
境污染蔓延和环境保护制度建

设、 环境污染加剧和规模化治
理、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思
想提出并发展到党的十八大之

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成熟，全
面、深度治污这五个阶段。

1998 年， 信阳撤地建市，
经济社会发展开启新篇章。 彼
时， 信阳的生态建设也开启新
征程 ：20 年前的那个金秋 ，
河两岸人声鼎沸、机器轰鸣，治
理河的全民战役全面打响，
20 年后的今天，河早已旧貌
换新颜，河水清新幽静、护坡整
洁美观、新桥伟岸多姿、路旁绿
树成荫， 宛若一条绿色玉带熠
熠生辉；10 余年间， 信阳人民
的“大水缸”“豫南明珠”南湾湖
经历了由一湖碧波到沿湖餐

饮、 游泳现象频发再到鱼翔浅
底、 碧波荡漾的生态嬗变，这
变，既有监管者出台条例规范、
科学有效治理之功， 更因全市
人民已逐渐将呵护家乡山水的

理念化为行动……
进入新时代， 信阳的建设

者们深知， 良好的生态环境不
仅造就了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

多彩信阳， 更是信阳未来发展
的巨大潜力所在。为此，市五次
党代会上，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市委书记乔新江发出号召：
要建设“生态信阳”。 动员全市
上下深入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

念，统筹推动生态经济发展、生
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制度建

设， 坚决走经济社会和环境保
护协调发展之路， 打造充满活
力的生态经济先行区。

多年来，为守护绿水青山，
我市全力打赢蓝天绿水净土保

卫战。相继实施大气、水、土壤污
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坚持全民
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大力
开展供热供暖、 燃煤散烧治理、
扬尘污染治理、 企业污染管控、
机动车污染管控、河流水环境质
量持续稳定达标、 饮用水水源
保护、 出台市级月度生态补偿
办法等工作；开展专项行动，严
查“散乱污”企业，突击夜查工
地、涉气涉水企业；加快环保类
项目建设， 实施市中心城区黑
臭水体治理；有效监测调度，完
善监测预警机制， 强力抓好监
测、调度、管控工作……

不仅是政府层面的强力推

进，在信阳，保护生态环境，爱
护城市家园， 已经成为绝大数
市民的共识。

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活动，
增加市民参与感。多年来，我市
坚持开展 “义务植树”“绿色清
明、 文明祭祀”“爱鸟周暨世界
野生动植物日”“六五环境日”
等生态文明宣传活动， 引导市
民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开展生态文明评选比赛活

动，提高市民荣誉感。我市通过
组织举办“美丽信阳”生态文明
征文比赛， 开展以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等
为主题的摄影活动、 儿童环保
剧比赛、播放“生态人物谱”宣
传片等，让市民意识到，每个人
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
事做起，为环保出力，都是值得
点赞的行为。

开展生态文明志愿服务活

动，激发市民认同感。 仅 2017
年， 我市就组织一万余名生态
文明志愿者， 围绕环保政策法
规、野生动物保护、文明祭祀、
辐射安全、垃圾分类等，开展了
宣传服务活动， 发放各类宣传
资料及宣传用品上万份。

……
知者行之始， 行者知之成。

在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

中，信阳始终保持“知行合一”，凝
聚了绿色发展的强大合力。

绿色屏障 永续生态发展

之脉

5 月 21 日，《河南日报》在
头版头条重磅推出长篇通讯

《青山不老》， 报道了我市商城
县黄柏山林场三代林工扎根大

山深处，坚守绿色梦想，用青春
和生命染绿荒山，写下“不老”
传奇的先进事迹， 引发省内外
强烈反响。

这片全省森林覆盖率最高、
集中连片人工林面积最大、林相
最好、活立木蓄积量最多的国有
林场， 不仅为保护森林资源、改
善生态环境、保护农田、保持水
土、服务农业生产和城乡居民生
活作出巨大贡献，也为当地乡村
振兴、产业融合发展带来源源不
断的金山银山。

与黄柏山林场一样， 我市
对众多大小森林湿地、 河流湖
泊、 城市山体的保护与利用同
样站在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

的态度上科学有序进行。
为了保护好山水，市委、市

政府在城市建设过程中， 始终
坚持以人为本，把要青山绿水，
更要金山银山作为城市建设发

展理念。近五年来，我市仅在中
心城区就规划建设了贤山、龟
山、震雷山等 6 个公园，总占地
达 1657 公顷， 进一步促进了
“山、水、林、园、城”一体化融合
发展。

注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倾力打造山川秀美、经济繁
荣、 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宜居
城市，是必然选择。 近年来，市
委、市政府着力构建“一山一水
一区”绿色生态屏障，加快大别
山生态区建设、 沿淮生态走廊
建设和国家主体功能区试点建

设。 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大力实施退耕还林、 天然林保
护、重点地区防护林建设和生态
修复等重大生态工程；大力推进
淮河水源涵养林、淮河生态防护
林和干流防护林带建设，加大湿
地保护力度，实施潢河全流域治
理，全面提升河湖、湿地等自然
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积极
推动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

上升为国家战略。
截至 2017 年底，我市林地

总面积 1035 万亩，森林覆盖率
达 36.11%； 水资源总量达 91
亿立方米， 有大中小水库 984
座， 拥有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
8 处 ， 省级以上森林公园 12
处， 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面
积 189 万亩； 地表水水质和饮
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水环境质

量、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等连续
多年居全省首位。

融合创新 “生态+”催生
“绿循环”

“近年来，信阳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突出
保护、发展两手抓，把保护放在
前面，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
生活质量的增长点、展现美丽形
象的发力点，努力把‘生态产业
链’转化为‘生态经济链’，让绿
色 GDP 与优质生态和谐并
行。 ” 全国人大代表、市长尚朝
阳在全国两会期间接受中央级

媒体采访时就生态文明如何融

入经济发展给出了“信阳答卷”。
地处大别山腹地的红城新

县， 在这张答卷上率先给出了
漂亮的成绩单。

这一幅幅惹人醉的美景在

今年 7 月 29 日登上央视《焦点
访谈》栏目，长达 15 分钟的专
题报道不仅展示了新县优美的

生态环境， 更对这座山水红城
依托“生态美”打造全域旅游，
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成
为“产业绿、百姓富”的生态文
明建设样板而点赞。

不只是新县， 善于转化融
合、 勇于开拓创新的信阳人始
终在打好 “生态牌” 上妙招频
出，推动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
化， 不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生
态工业、 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
业的发展优势， 发展的质量和
效益明显提升。

依托生态优势，我市在中心
城市外围规划实施鸡公山、灵
山、天目山旅游度假区，环南湾
湖茶休闲走廊、出山湖旅游度假
区，打造“三山两湖”环城市生态
旅游休憩圈；围绕新县、商城县
布局红色生态休闲旅游带；依托
光山县、潢川县、息县布局淮河
沿岸乡村旅游带，推动旅游产业
与红色文化、生态农业、健康养
生、传统村落融合发展。

经过多年努力，信阳旅游
已从单纯的景点游向体验游、
休闲游、全域旅游过渡。 截至
目前，已创建国家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示范县 2 个、国家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 3
个，11 个村落入选河南省 “美
丽乡村”创建试点，5 个村落进
入河南省特色旅游村名录，19
个村落进入中国传统古村落

名录 ，2 个村落为中国最美休
闲乡村。

截至 2017 年底，我市规模
以上的旅游村 （点）125 个，农
家乐片区 10 个，规模以上休闲
农庄 150 个， 农家乐 2500 多
家， 约有 5 万人从事乡村旅游
点和农家乐的经营活动， 带动
农村剩余劳动力 3.8 万人 ，人
均年收入达到 2 万元， 占总收
入的 60%以上。

思路一变天地宽，从“生态
佳”到“生态+”催生无限可能。

摒弃一味扩大种植面积，
注重促进茶产业提质增效，信
阳毛尖这一金字招牌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与日俱增； 在全省率
先推行 “产业发展和区域开发
环境保护负面清单”制度，一大
批 “环保存疑” 的工业项目被
“婉拒”，电子信息、新型建材、
绿色食品、现代家居、商贸物流
等产业的集聚让信阳成为 “宜
业”之城……

把城市轻轻放在山水间，
推进生态与城建、产业、民生、
文化等融合发展， 实现生态效
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
机统一，“山水信阳、休闲茶都”
的城市品牌愈发闪亮。

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如今， 一幅青山绿
水、 诗情画意的生态文明建设
美好图景， 正在信阳这片广袤
的大地上铺展开来， 生活在信
阳的广大群众正享受着生态文

明建设所带来的巨大福祉。

新县丁李湾———古民居与生态和谐美 本报记者 郝 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