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年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

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

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

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

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

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

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

革命。百年来，红色血脉一直在贵州大地赓

续传承，贵州人民始终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

走，贵州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从发

展滞后到赶超跨越的历史巨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

贵州考察调研，多次对贵州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批示。特别是总书记在贵州参选党的十九

大代表，今年春节前夕在贵州考察调研，给我

们极大鼓舞和激励。我们始终牢记嘱托、感

恩奋进，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化为奋力攻坚

的强大动力，推动多彩贵州精彩蝶变。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彻底撕

掉了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标签。全省 66 个

贫困县全部摘帽，923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192 万群众搬出大山，减贫人数、易地扶贫搬

迁人数均为全国之最，在国家脱贫攻坚成效

考核中连续 5 年综合评价为“好”，书写了中

国减贫奇迹的贵州精彩篇章。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守好发展和生

态两条底线”的嘱托，奋力实现经济赶超进位

与生态持续改善的协同共进。地区生产总值

增速连续 10 年位居全国前列，经济总量从

2012 年全国第二十六位上升到 2020 年第二十

位。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加快推进，

数字经济增速连续 6 年居全国第一。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持续突破，在西部率先实现县县

通高速，9 个市州均有机场，即将实现市市通

高铁。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内陆开放型经济

试验区建设成效明显。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

好，目前森林覆盖率达 61.51%，县级以上城市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99.4%，主要河流出

境断面水质优良率 100%。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 30 项改革成果列入国家推广清单，生态文

明贵阳国际论坛成为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重要平台。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政策

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的嘱托，全

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西

部率先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率

先建成省市县乡四级远程医疗网，公共服务

体系更加完善。民族地区团结进步，多民族

文化繁荣发展。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

“三个不能有”的嘱托，持续巩固发展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着力

建设高素质干部人才队伍，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持之以恒纠治“四风”特别是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深入开展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

谋取私利问题专项整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政治生态持续向好。

贵州这些年取得成绩，最根本的是有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习近平

新 时 代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抚今追昔、饮水思源，贵州各族干部群众真切

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坚定自觉地做到“两个

维护”。

今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调研

时希望我们“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

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

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为贵州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领航定向。我们将坚定

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

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一是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全力

以赴围绕“四新”抓“四化”。把闯新路、开新

局、抢新机、出新绩作为主目标，把新型工业

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作

为主抓手，以十大工业产业集群化发展为重

点，实施工业倍增行动，奋力推进工业

大突破；以城区新增人口突破“3 个 100
万”为目标，以城市“三改”为重要抓手，以

“强省会”为突破口，奋力推进城镇大提升；

以 12 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为引领，奋力推进

农业大发展发展；；以打造国际一流山地旅游目的

地、国内一流度假康养目的地为目标，奋力推

进旅游大提质。

二是坚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像打脱

贫攻坚战一样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

到政策不断档、责任不松懈、力量不减弱、监

测不遗漏，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

线。聚焦产业兴、农村美、治理好，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

入差距等问题，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关心的就

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实际问题，不断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三是坚持毫不动摇加强党的建设，把全

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

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牢记殷切嘱托、

忠诚干净担当、喜迎建党百年”专题教育作为

重要自选动作，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作为根本落脚点，让忠诚核心成为贵州党

员干部最鲜明的政治品格，成为贵州政治生

态最鲜明的政治底色。

闯新路开新局抢新机出新绩
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贵州省委书记 谌贻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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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夏 的 贵 州 ，处 处

葱 葱 郁 郁 ，洋 溢 着 生 机

勃勃的气息。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两 次 到

贵 州 考 察 调 研 ，对贵州

发展提出殷切期望。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贵州

广大干部群众守好发展

和生态两条底线，打赢一场又一场硬仗，闯出

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后发赶超新路。

千年梦圆，撕掉绝对贫困标签

历史上，贫穷和落后曾是贵州沉重的代

名词，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是贵州人孜孜以

求的梦想。

杈杈房、茅草房、土墙房，走进毕节市赫

章县河镇乡海雀村，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复原

区，一排排老房子默默讲述着“家家缺粮断

粮”的艰难过往。人均年纯收入从 1985 年的

33 元，增长至 2020 年底的 1.62 万元，海雀之

变正是贵州告别绝对贫困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大力推进贵州开

发建设。改革开放初期，贵州拉开了有组织、

有计划、大规模扶贫的序幕。脱贫攻坚战打

响后，贵州向绝对贫困发起了总攻。

“1 到 3 月维护产业基地，3 到 6 月外出务

工，7 月 8 月收芒果，9 月 10 月卖板栗，冬腊月

卖油茶。”深居麻山腹地，黔西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望谟县油迈瑶族乡油迈村的老乡们告

别靠天吃饭的日子，穷山窝成了增收致富的

“绿色银行”。

贵州把产业扶贫作为稳定脱贫的根本之

策、致富之源。立足资源禀赋、气候条件与市

场需求，贵州因地制宜发展壮大 12 个农业特

色优势产业。2014 年以来，这些产业共带动

贫困人口 753.5万人增收，占贫困人口的 96%。

“搬到城里后，日子有奔头！”两年前，覃

忠妹一家从深山搬到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册亨县高洛街道巴纳布社区。住上新房

子，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这位朴实的布依族

妇女笑得比蜜甜。通过落实好配套服务设

施 ，贵 州 1/3 贫 困 人 口 通 过 易 地 搬 迁 实 现

脱贫。

66 个贫困县全部如期摘帽、923 万贫困

人口全部如期脱贫，由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

省份变为全国减贫人数最多的省份，贵州彻

底撕掉了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标签。

勇闯新路，赶超进位跨
越发展

2020 年贵州地区生产总值 1.78 万亿元，

同比增长 4.5%，增速高于全国 2.2 个百分点，

连续 10 年位居全国前列，实现了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

2015 年底落户贵阳市的易鲸捷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已成长为一家具备数据库核心

模块研发能力的高科技企业。公司董事长李

静说，企业能有今天的成绩，与贵州良好的营

商环境密不可分。

“煤电烟酒”曾是贵州的四大传统产业。

为摆脱旧的路径依赖，贵州勇闯新路，以大数

据为引领重构后发地区整体发展方式。截至

目前，数字经济增速连续 6 年位居全国第一，

大数据已成为贵州后发赶超的战略引擎。

这些年，贵州创建贵安新区、贵阳综合保

税区等重点开放平台，强力实施大扶贫、大数

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获批建设大数据综

合试验区、生态文明试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

试验区等国家级试验区。

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生态，贵州持续发

出“多彩贵州拒绝污染”的强音。目前森林

覆盖率达到 61.51%，县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率达 99.4%，主要河流出境断面

水质优良率 100%。

“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客运”“组组通硬化

路”，建成省市县乡四级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在

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

展……贵州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短板日益补

齐，行路难、看病难、上学难得到根本性改善。

从长期靠后到奋起直追再到赶超进位，贵

州近年来发展取得的成绩，被习近平总书记赞

誉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大踏步

前进的一个缩影”。

薪火相传，走好新时代
长征路

立足这片红色热土，长征精神已根植于

贵州各族群众的血脉，激励人们在发展征程

中披荆斩棘。

半个世纪前，三线建设者们扎进茫茫大

山，开启了筚路蓝缕的拓荒岁月，让贵州初步

形成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极大地激发了全

省 各 族 群 众 的 主 人 翁

精神。

在遵义市播州区平正

乡团结村，股股清泉顺着

高山天渠流淌进稻田，86
岁的黄大发正沿着田埂在

巡村。“共产党员就是要带

头干，干出来让老百姓看

到。”历时 36 年，黄大发带

领乡亲们在绝壁间凿出一条水渠，用行动演绎

了“当代愚公”的故事。

“只要还有一个晴隆人没有脱贫，我这个

县委书记就不能休息。”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晴隆县委原书记姜仕坤，用 46 年的短暂

生命兑现了庄严承诺。在脱贫攻坚这场伟大

战役中，全省 209 名共产党员将生命永远定

格在路上，与贵州各族干部群众共同谱写出

荡气回肠的赞歌。

民族复兴路上，活跃着贵州年轻人的身

影。面对生死抉择，湄潭籍排雷战士杜富国

毫不犹豫喊出“你退后，让我来”；铜仁市万山

区丹都街道旺家社区“95 后”党总支书记罗

焕楠，热心为 1.8 万搬迁群众当“服务员”；曾

“背母千里求学”的刘秀祥，大学毕业后回

到家乡，成为望谟县实验中学一名教师，

帮助上千名寒门学子完成学业……

“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

发赶超”的新时代贵州精神，是根植于贵

州大地、反映全省人民意愿、激励全省

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力量。站在新的

起点，贵州正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

局，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大数据、大

生态三大战略行动，全力以赴推动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旅游产业化“四个轮

子”一起转，走好新时代的长

征路，努力开创百姓富、生

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贵州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努力闯出后发赶超新路
本报记者 万秀斌 程 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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