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川市位于陕西省中部，渭河以北，属关中平原向陕北黄土高原的过渡带，曾名铜官县、同官县、铜川县，1958年成立省辖铜川市。全市面积3884平方公里，辖耀州区、王益区、印台区、宜君县和1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区），2022年底常住人口70.5万人。
铜川因煤而立、先矿后市，是新中国成立后诞生的第一批工业城市之一，是陕西和西北地区重要的能源建材基地，多年来形成了以煤、电、铝、水泥为主的四大传统产业。然而，煤炭、水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粉（烟）尘，严重污染空气。1993年，铜川市被媒体称为“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
面对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严峻挑战，铜川市委、市政府坚持生态立市、绿色发展，以建设国家森林城市为目标，举全市之力，厚植生态优势，加快推进人居环境改善和城乡高质量发展。铜川市由过去“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蝶变成山清水秀、朱鹮翱翔的森林生态之城，实现了从“煤

都”到“绿都”的华丽转变。

如今，呼吸新鲜空气、拥抱绿色森林成为铜川人引以为傲的生活常态。铜川先后获得全国绿化模范单位（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国字号”荣誉，4年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一张张熠熠生辉的名片展示出渭北“绿都”的独特魅力。

渭北绿都魅力铜川
———陕西省铜川市举全市之力建设国家森林城市

站在城郊森林公园山顶向下望去，崎岖

的山路蜿蜒地向居民区延展，路旁栽满了各

种乔木和灌木，错落有致，郁郁葱葱。据铜川

市林业局副局长苗宏义介绍，“这片区域几年

前还是被遗弃的露天矿，为弥补生态欠账，铜

川市按照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宜草则草、宜

景则景的原则，通过科学系统的生态修复，让

这里重披绿装。”曾经的露天矿，如今成了绿

树成荫、繁花似锦的生态公园。

变化的不仅仅是露天矿。自开启国家森

林城市建设工作以来，铜川市立足森林、湿

地、自然景观三大阵地，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全面推行林长制，深化林业改革，科学造林

绿化，大力实施城区增绿添彩、森林镇村建

设、重点区域绿化、荒山荒地造林、矿山生态

修复等工程，深入开展义务植树活动，累计

完成营造林65.1万亩，城区绿化覆盖率达
48.74%，村庄林木覆盖率达46.01%，受损弃置
地生态修复率达84.87%，形成了“两区、一廊、
三河、四带、多点”的生态支持体系，绿色版

图由浅绿向深绿挺进，森林网络日趋完善，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绿色”已成为铜川市高

质量全面转型发展的最亮底色。

森林城市建设是评价一座城市绿化品

质的标准，也最能反映一座城市生态建设的

整体水平。铜川市坚持以乡土乔灌树种为

主，广泛使用实生苗、容器苗、全冠苗造林，

培育多树种、多层次的森林景观，乡土树种

使用率达96.48%；同时，依法规范林地、林
木管理，实现森林资源健康发展。健康稳定

的城市森林生态系统，极大地提升了百姓

的生活质量，让百姓推窗见绿，出门进园，

转角即景，充分享受绿色福祉，增强了百姓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

良好生态的期待，确保森林城市建设成果惠

及全体人民。

随着国家森林城市建设工作的不断推

进，绿色生态正在转化为绿色动能，绿色空间

正在转变成绿色经济。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铜川市按照基

地化、产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思路，

做强特色经济林产业、做足苗木花卉产

业、做大林下经济产业、做优森林康养产

业。宜君核桃、耀州花椒被认定为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铜川市稳定发展百万亩干

杂果经济林，建设标准化示范园120个；利
用森林资源优势，建成林药、林苗、林菌、

林禽等林下经济示范基地32个；发展苗木
花卉5.18万亩，建成省级龙头企业10家，
2022年农民人均涉林收入达3100元。溪山
胜境、玉华宫、照金等景区被列入全国森

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照金牧场荣

获“陕西省最美草地”称号。宜君县被评

为“陕西省森林旅游示范县”，该县利用

“中国气候宜居县”的有利条件，开展森

林旅游康养活动，把生态公益岗、退耕还

林、生态效益补偿、林业产业等作为最直

接、最有效的帮扶措施，协同增绿增收，

多渠道增加群众收入，为乡村振兴贡献

了林业力量。

走进铜川，无论是漫步街头，还是穿行于塬

梁峁川，满眼皆绿。铺天盖地的树木和城市交融

在一起，形成了一幅“城在林中、人在景中”的优

美画卷，而这一切得益于全市林业生态建设的

扎实推进和森林质量的持续提升。

铜川曾为国家建设贡献了7亿多吨煤炭和3
亿多吨水泥。2009年，铜川市被确定为全国第二
批资源枯竭型城市。铜川市历届市委、市政府积

极探索破解之策，更加坚定地走绿色低碳转型

发展之路，通过大力改造提升传统支柱产业、开

展矿山生态修复等措施，积极打造全国资源型

城市转型的典范。

2017年3月，铜川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国家
森林城市建设启动会，吹响了建设国家森林城

市的集结号。

2018年，铜川市政府印发了《铜川市国
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18耀2027年）》，
正式迈出建设国家森林城市的坚定步伐，昭

示着全市在高质量发展蓝图中又向更高的

目标挺进。近年来，铜川市深入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推进三北防护

林体系建设、城市直观坡面翠屏工程、山水

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等国土绿化和生态修复

行动，全域建设“山青、水净、坡绿、天蓝”的

森林铜川。截至2022年底，铜川市林业用地
343.1万亩，草地13.3万亩，湿地0.8万亩。其
中，森林面积210万亩，活立木蓄积640万立
方米，林木覆盖率达54.9%。

凝心聚力共建国家森林城市

科学造林森林生态网络日趋完善让森林拥抱城市
坚定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之路

林业产业多渠道增加群众收入

绿色发展不仅要在大地植绿，还要在群

众心中播绿，让生态文明理念根植于心。

铜川市把宣传贯穿到整个森林城市建设

工作的全过程，印发了《铜川市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宣传工作方案》，常态化开展森林城市宣

传“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

活动；在铜川广播电视台、铜川日报推出《绿

色铜川》等专栏，宣传森林城市建设中的典型

人和事；利用户外广告牌、电子屏、公交车载

台等，播放森林城市建设标语8万余条；每天
向全市65万手机用户推送短信，为全市公职
人员免费开通国家森林城市建设内容的音

频、视频彩铃；依托城市公园、湿地公园等建

立生态科普教育场所8处，开展“走进森林、认
知自然”等生态体验活动；组织道德模范、好

人家庭栽植纪念林，积极策划“互联网+全民
义务植树基地”和“蚂蚁森林”基地建设，推动

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就如何进一步抓好国家森林城市建设，

铜川市林业局局长焦毅表示，国家森林城市

称号既是崇高荣誉，更是鞭策和动力，铜川市

要把国家森林城市建设作为生态立市战略的

重要工作，对标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继续

强弱项、补短板，创特色、培亮点，持续推进森

林生态网络十大工程，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

（文图由铜川市林业局提供）

“心中播绿”深植生态文明理念

为高标准建设国家森林城市，铜川市成立

了由市委书记、市长任双组长的国家森林城市

建设工作领导机构，进一步明确了森林城市建

设工作成员单位职责。各区县、市级森林城市建

设成员单位协调配合，共同推进，形成了“党政推

动、部门联动、上下互动”的工作格局。

一直以来，铜川市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

图绘到底的初心从未改变。铜川市委、市政府优

化整合各方资金，对标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

凝心聚力、同创共建。市委、市政府将森林城市

建设工作纳入各区县、市级各部门年度目标责

任考核内容，常年开展督导检查，不断提升森林

城市建设质量。

2018年以来，铜川市累计投入森林城市建
设资金36.7亿元，完成了规划前五年（2018耀2022
年）的建设任务，建成全国生态文化示范村4个，国

家森林乡村15个，市级庭院绿化先进单位和园林
式小区84个，市级森林社区、森林单位、森林乡镇、
森林村庄、森林人家47个，所辖4个区县全部建成
省级森林城市。结合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以及

景区特色，每年发布观花赏叶公告，开展负氧离子

监测，为市民休闲游憩体验提供服务。

铜川市王益区特大桥 李湘永摄

玉华宫 黄凯道摄

耀州区香山寺 董德学摄

印台区十道湾 侯平摄

水天一色薛家寨 张永平摄

全家福 杜天佑摄

铜川新区一角

铜川市耀州区药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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