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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秦岭生态保护

修复，多次就秦岭生态保护修复作出重要指

示重要批示。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

陕考察，首站就来到秦岭深处牛背梁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强调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

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

的重要象征。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对确保中

华民族长盛不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要求陕西要当好秦岭生态卫士，做好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

长期以来，陕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秦岭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下大力气抓稳抓

实各项保护措施。陕西省1965年建立太白

山自然保护区，1982年建立楼观台国家森

林公园，1998年全面禁止天然林采伐；2007

年，陕西省政府发布《陕西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纲要》，陕西省人大常委会通过《陕西省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并先后于2017年、

2019年两次修订。全省持续实施秦岭地区

飞播造林、森林抚育、退耕还林还草、天然

林保护、防护林体系建设等工程。经过多

年努力，如今的秦岭绿意葱茏、生机盎然，

成为全国最绿的区域之一，也是全国生态

系统最完整、生态功能最全面、生态服务最

优质的绿色碳库、绿色水库、绿色储能库

和生物基因库。

2021年10月，国家公园管理局复函同

意开展秦岭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开启了陕

西保护秦岭的新征程。创建秦岭国家公

园，以最严格的保护措施，守护最美的秦

岭、最精华的生态空间和最美丽的人文资

源，落实好秦岭生态卫士职责，是陕西心怀

“国之大者”、担当“责之重任”的重要举措，

更是让秦岭这座“绿色宝库”永世长存、世

代共享的关键措施。

大约6亿年前，如今的秦岭还深藏于海底。

随着数亿年的地球构造运动和一系列的造山运

动，秦岭逐渐隆起、不断完善，大约1亿多年前，形

成了以秦岭为芯的中国大陆地理版图。陆地生命

的“奇迹”，也自此走上了精彩纷呈的历史舞台。

1959年，在陕西汉中南郑区发现距今约120

万年的龙岗寺旧石器遗址。1964年，发现距今

115万年到110万年的蓝田古人类化石。1994

年，发现距今100万年，与蓝田猿人同源的洛南猿

人……1953年，在秦岭、渭河之间，发现距今6000

多年的半坡遗址。1958年，在秦岭北麓，羲皇故

里的天水和炎帝故里的宝鸡，分别发现大地湾遗

址和北首岭遗址……这一个个新旧石器时代的

遗迹，皆是秦岭地区“生命隆起”的记忆。

“生命隆起”于此，文明亦在此兴盛。中华之

华，源于华山，亦源于华胥。在中华民族传说中，

华胥氏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母”，她是伏羲、

女娲的母亲，也是炎帝、黄帝的直系远祖。她的足

迹遍布以华山为中心的黄河流域，她带领的华胥

国，开创了中华民族早先的盛世先河。位于陕西

蓝田的华胥镇，是华胥氏的本部，也是中华民族的

本部、发祥之地。仓颉“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的传

说也在此流传，立于陕西白水县、距今1800多年

的仓颉庙，就是为了纪念这位“汉字始祖”而建。

随着时间长河的慢慢流淌，夏、商、周逐个走上历

史舞台。而以秦岭地区为“宗”的周代，更是深刻

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华“礼仪之邦”

的美誉始于“周礼”，儒家经典《论语》也源自于

此。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的西周早期青

铜酒器何尊，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

的文字记载。

时代变迁、盛衰相伴。周代消逝，秦国崛起，

第一个大一统秦朝建立，定都秦岭山傍，一个新名

词“皇帝”就此诞生，一个全新国家体制“郡县制”

也于此创立。秦朝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和

货币等措施，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为华夏文明的

传承延续、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十多年后

秦覆汉兴，坐落于秦岭与渭河之间的长安城，成为

当时全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古丝

绸之路从秦岭出发。今日汉人、汉语之“汉”源于

汉朝，而汉朝之“汉”源于汉中，亦源于秦岭发源之

水——汉水。此后，依然是以长安为中心的隋唐

两朝，更是开创了中华古代历史上政治、文化、经

济、军事等繁荣鼎盛的辉煌。

沧海桑田、云卷云舒。秦岭原创华夏，见证

了周秦汉隋唐的兴衰更替，同时也印刻、承载着众

多中华文化瑰宝和文人墨客的心绪寄托。2500

多年前，道家思想奠基人李耳，立于秦岭脚下，仰望

高山、感悟天地，洋洋洒洒写下了数千字的道家经

典《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发源了早期的“天人合

一”“和谐共生”思想。历代文人墨客，向往秦岭秘

境，走读秦岭美景，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

关马不前”“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终南阴岭

秀，积雪浮云端”“石拥百泉合，云破千峰开”“明月

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屏峙青山翠色新，晴岚一带

横斜曛”等无数千古绝唱的诗词歌赋，让秦岭成为

了一部千古传颂的“人文经典”。

秦岭，不只是一座山。西接青藏高原，东连

华北平原，双手挽着南方、北方，横跨中国三大地

理阶梯，纵跃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亚寒

带5个气候带，秦岭是山连山、岭连岭，博通东西、

和合南北的地理枢纽。昔日的“天下大阻”，道尽

秦岭的奇雄险峻、巍峨绵延。因秦岭之博大，才有

南方、北方气候之差异。也因秦岭之博大，才形成

南方、北方文化、物种等和合共生之景。

蜀道虽难，亦可通之；华山虽险，亦可登之。

陈仓道、褒斜道、子午道、傥骆道、荔枝道、蓝关道

等一个个贯通秦岭、连接南北的栈道，既烙印着华

夏民族探索开拓、奋斗进取的足迹，也是南北风云

际会之途。古往今来，无数南北商旅、书生墨客在

这里落脚，谈论“生意经”，诉说寒窗苦读心得，点

评诗词歌赋新作，交流故乡人文风俗。他们穿过

秦岭，在不同的地域诉说自己的所学所悟、所见所

感，让北方得知南方的婉约柔情和稻米的香甜，也

让南方知悉北方的飒爽豪情和面食的多滋。

秦岭阻挡着南方的水汽北上，也阻隔着北方

的寒流南下，调控着南北方降水，被誉为我国的中

央空调。秦岭是北方植物区系和南方植物区系交

会的地带，南北坡分别以温带落叶阔叶林带、亚热

带常绿阔叶林带为基，植被垂直带谱完整复杂，呈

现明显的垂直分布规律，自下而上形成了农耕植

被带、落叶栎林带、桦木林带、针叶林带、灌丛和草

甸带。同时还具有明显的温带区系性质，间断分布

类型丰富，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同纬度地区北亚

热带和暖温带过渡森林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据

统计，秦岭约有种子植物164科1052属3839种，约

占全国种子植物种类的1/7，其中囊括红豆杉、独叶

草、华山新麦草、南方山荷叶、桃儿七、马蹄香等大

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秦岭还是动物古北界和东

洋界的接合部，交会了东北、华北、蒙新、青藏、西

南、华中和华南等动物区系成分，是我国北方地区

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据统计，陕西省秦岭地

区有各类脊椎动物800余种，其中囊括了大熊猫、

朱鹮、金丝猴、羚牛、金雕、豹、林麝等众多国家重点

保护动物。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让秦岭成为我国

17个“具有全球意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地区”

之一和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之一。

水是生命之源，而山是水之命脉。

秦岭水资源年储量达220多亿立方米，

约占黄河水量的1/3，堪称一座巨大的

“水库”。黄河和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

亲河，而秦岭是黄河与长江的分水

岭。秦岭与黄河、长江组成的“一山两

河”地带，是地球创造的一个“地理奇

迹”，秦岭之水，既有黄河水，又有长江

水，黄河与长江和合共享了秦岭。

秦岭是我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最

主要的水源涵养地、水源保护地、水源水

质影响控制地。秦岭南麓的“两

江”——嘉陵江、汉江是长江的第一和

第二大支流，北麓的“四河”——渭河、洛

河、洮河、大夏河是黄河的重要支流。秦

岭这“两江”“四河”注入长江、黄河，进而

丰沛着三峡、丹江口、三门峡和刘家峡这

“四库”。其中的丹江口水库，更是被誉

为亚洲天池，冠以中国第一人工淡水湖、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中国重要湿

地保护区等称号。2014年12月，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落成通水，秦岭之水从丹江

口水库直通北京颐和园团城湖，在这

1200余公里的水路上，滋润着京津冀

和华北大平原，养育着南阳、平顶山、郑

州、北京、天津等20多个城市上亿人

口，仅北京城直接受益人口就超千万，

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

实保障。此外，秦岭之中的石头河水

库、褒河水库、黑河水库、“关中七十二

条峪”等，还是关中平原和陕南地区的

重要水源，是西安、汉中、杨凌等城市可

持续发展的根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陕西各界

就聚焦秦岭保护，提出加强秦岭整体保

护、建设秦岭国家公园的建议提案。

2006年，陕西省林业局提出筹建“秦岭

中央国家公园”；2019年，在国家公园管

理局的组织下，首支秦岭国家公园国家

考察队进入太白山实地考察，并形成调

研报告。2020年，建设秦岭国家公园纳

入《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

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2022年，写入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

告……创建秦岭国家公园，是陕西人长

期以来的梦想，也是一直努力奋斗的方

向。2021年10月，国家公园管理局复函

同意开展秦岭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全省上

下高度重视、同心聚力推动各项创建工

作，圆满完成了各项创建任务，向“设立秦

岭国家公园”这一夙愿迈出了坚实一步。

2021年11月，陕西省成立了由省

长任组长、分管副省

长任副组长、所涉6

市人民政府和22个

省级相关部门主要

负责同志为成员的

建设秦岭国家公园工作领导小组，高位

推动创建工作。编制完成了《秦岭国家

公园科学考察报告》《设立秦岭国家公园

符合性认定报告》《设立秦岭国家公园

社会影响评价报告》和《秦岭国家公园

设立方案》，按照保护优先、系统保护、

协调发展的原则，突出国家代表性和生

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充分考虑生

态重要性和管理可行性，并深度对接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和生

态保护红线划定、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

成果，科学划定了秦岭国家公园范围分

区。同时，借鉴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经验，结合秦岭国家公园实际，提出了

管理机构设置建议。

创建区位于秦岭陕西段核心区域，

涵盖65个自然保护地和《陕西省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划定的部分核心保

护区、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其中，

自然保护区26个、森林公园30个、湿地

公园3个、地质公园2个、风景名胜区4

个，自然保护地总面积7067平方公里，

占创建区总面积的53%。《陕西省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规定的部分核心保

护区划入面积 6303 平方公里，占比

83%；条例规定的部分重点保护区划入

面积6269平方公里，占比41%；条例规

定的部分一般保护区划入面积941平

方公里，占比3%。

创建区范围沿陕西秦岭山系主梁，

东至渭南白云山，西至陕甘省界马家沟，

南至汉中市勉县长塆梁，北至华阴索家

窑。国家公园涉及陕西省西安、宝鸡、渭

南、汉中、安康、商洛6市21个县（市、区）

110个乡（镇）。其中，核心保护区8240

平方公里，占比61%；一般控制区5275

平方公里，占比39%。创建区林地面积

1.3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空间面积的

97.97%，森林覆盖率92.13%。区内记录

有脊椎动物793种，秦岭特有种（亚种）

11种；高等植物3196种，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35种。

在创建过程中，陕西省相关

部门积极协调配合，指导创建区所

涉6市政府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妥

善处理矛盾冲突问题。截至2021

年底，涉及秦岭核心保护区、重点

保护区的矿业权全部退出，尾矿库

均制定了整治方案，小水电整治任务全

面完成。制定陕西公益林优化工作方

案，将创建区内符合条件的人工商品林

转为公益林，落实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进一步加强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创建

区内疫木始终保持动态清零。同时，切

实加大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区内基础设

施和巡护、监测装备现代化水平显著提

升，管护能力进一步加强，科研监测体

系基本建成。组织实施秦岭区重大生

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持续开展森林督查

和“绿盾”“绿剑”等专项行动，开展常态

化巡护监管，严防森林火灾、生物灾害、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组织实施珍稀濒危

野生植物就地迁地保护工程，持续开展

大熊猫、朱鹮、林麝等珍稀物种人工繁育

和野化放归。以自然恢复为主，有针对

性地开展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建设，野

生动物栖息地生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近年来，陕西省积极探索实践生

态友好型经济，融合林草产业经济、美

丽生态经济、自然教育经济，走出了一

条生态治理与发展特色产业相结合之

路。为确保创建区内在籍3万余人的

生产生活质量，陕西省积极探索实践，

推动社区转型发展。近3年累计选聘

续聘贫困群众5000余人次担任天保

护林员、生态护林员，人均年增收0.98

万元。创建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5

个、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7个，成功

打造“商洛核桃”“凤县花椒”“秦岭蜂

蜜”等一批特色林业品牌，启动大熊猫

国家公园（秦岭）生态体验小区、入口

社区和自然教育基地建设，推动生态保

护与社会经济融合发展。搭建“企业+

农户”合作平台，打造系列生态产品，

助力社区民生改善和生态环境保护，

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实现了保护与发展双赢。同

时，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工作，凝聚全

社会共建秦岭国家公园共识。先后

组织开展了秦岭大熊猫、朱鹮等主题

文化宣传活动，联合新华社等媒体开

展网络“慢直播”，协助拍摄《秘境之

眼》节目和生态文化题材影视作品。

朱鹮、大熊猫、羚牛、金丝猴组团成为

第十四届全运会吉祥物，“秦岭四宝”

享誉全国。2021年底、2022年初分别

启动了秦岭国家公园标志设计和宣传

语公开征集评选活动，有 20 多个省

份、数千人参与，社会各界关注支持秦

岭国家公园创建之风日益浓厚。

绿色国芯、祖脉秦岭，是大自然馈

赠给中华民族世代相传、世代共享的至

尊至贵礼物。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让

秦岭世代和谐、世代共生，是一代又一

代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与共同使命。

国家公园全民共享。创建秦岭国家公

园，就是保护秦岭这一方山水，为子孙

后代留下最美、最独特、最宝贵的生态

空间、生态资源，更是为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厚植生态根脉，陕西各界继续携手

共进，为秦岭国家公园设立而奋斗，锲

而不舍、驰而不息。

和合南北 博通东西秦岭

中央水塔 泽被天下秦岭

国家公园 世代共享秦岭

独叶草

棕色大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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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鹮 段文斌 摄

黑河仙境 龚麟 摄

美丽汉江美丽汉江 陶明陶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