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长负责
联防联治

在贵州，凡是老百姓

叫得出名字、有长流水的

小河流，都能找到河长负

责。作为长江、珠江上游

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首批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2017
年以来，贵州以全面推行

河（湖）长制工作为抓手，

深 入 实 施 大 生 态 战 略 行

动，坚决扛起了“两江”上

游的责任担当。

目前，贵州全省 4697
条河流（湖、草海）、2407 座

小（2）型 及 以 上 水 库 、

17150 座 山 塘 ，共 设 置

22755 名河湖长，建立了省

市县乡河长会议、信息共

享、工作督察、考核问责与

激励、验收、信息报送六项

制度。同时，贵州已与四

川、重庆、云南、广西、湖南

签订了联动机制协议，实

现与周边省（市、区）跨境

河湖联防联治全覆盖。

“良好的生态环境已

经 成 为 贵 州 最 大 的 发 展

优 势 和 竞 争 优 势 。 这 是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在

贵州大地的生动实践，是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理 念 在 贵 州 大 地 的 生 动

诠释！”贵州省委副书记、

省长李炳军说。

退耕还林
乡亲致富

“开荒开到山尖尖，种

粮种到天边边。”家住大方

县羊场镇穿岩村，肖军林

对过去烧山垦田的场面记

忆犹新。山上的树被砍光

后，水土流失、石漠化加剧

等问题接踵而来，肖军林和老乡们过上了“荒山秃岭不长

草，人穷粮少吃不饱”的苦日子。

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重重大山既

困住了发展出路，也带来了水土流失和石漠化等严重的

生态问题。在生活贫困与生态恶化双重压力下，贵州开

始在荒山与石漠间寻找新的生机。

4 亩土地退耕还林后，肖军林开办起了农家乐，凭着

地道的豆干火锅赚得盆满钵满，其他老乡也通过发展乡

村旅游和林下种植养殖业等，纷纷走上了发家致富的路

子。穿岩村实现了生态环境靓、农民腰包鼓的华丽转变。

近年来，贵州积极探索植被恢复与生态重建、发展生

态农业、生态旅游开发、生态移民等综合治理。特别在

“十三五”时期，贵州大力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重点防护

林、石漠化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累计完成天然林保

护工程建设造林 76 万亩，治理石漠化面积 5234 平方公

里，防护林工程 62.2 万亩，退耕还林和治理石漠化面积位

居全国第一。到 2020 年底，全省林下经济利用森林面积

达到 2023 万亩，林业产业实现总产值 3378 亿元。

企业转型
挑战难题

依托丰富的磷矿资源，贵州成为全国重要的磷化工

产业基地，以往磷化工行业产生的污染，也给生态环境带

来了沉重负担。为贯彻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要求，建设好长江、珠江上游绿色屏障示范区，贵州坚决

向磷石膏的综合利用这一世界难题发起挑战，于 2018 年

率先实施“以渣定产”政策，将磷化工企业消纳磷石膏情

况与磷酸等产品生产量挂钩。

“倒逼企业走上绿色转型和综合利用之路，我们正不

断致力于探索解决磷石膏利用难题。”贵州磷化集团董事

长何光亮介绍，经过 3 年的努力攻坚，企业于 2020 年首次

实现渣的产销平衡，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已覆盖建材、化

工、井下填充及农业等领域。从工业废渣到绿色建材，贵

州另辟蹊径，破解了磷石膏利用处置的世界难题，打造出

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的“贵州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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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 1 日起，《贵州省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条例》正式实施，这为贵州省委提出

的“十四五”时期实现“生态建设迈上新台阶”

目标添加了一把“法治利器”。

6 月 18 日是第五个“贵州生态日”。从省、

市、县、乡、村五级河长巡河到五级林长巡林，

一年一度的“贵州生态日”活动，以制度化和仪

式感号召全省干部群众投身生态文明建设。

近年来，贵州率先在全国开展生态文明

法治建设探索，着力构建有自身特色的生态

文明政策法规体系，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法治

保障，取得丰硕成果。

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 30
项改革成果列入国家推广清单，生态文明贵

阳国际论坛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全球最

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盛会，为中国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了启示。

率先出台生态文明地方法规

赤水河，被称为“英雄河”“美酒河”，是长

江一级支流中唯一未建水坝的“生态河”，是

长江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

这 条 横 跨 云 贵 川 的 河 流 曾 面 临 生 态 难

题：上游水土流失严重，中游煤矿遍布，下游

酒厂排放超标。囿于管理权限，三省很难形

成保护合力。2011 年，《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保

护条例》颁布实施；2014 年，贵州首个生态文

明改革实践示范点确定为赤水河，启动流域

生态补偿制度、环境保护河长制等 12 项改革；

2018 年，云贵川三省达成《毕节共识》，开启跨

区 域 流 域 保 护 治 理 新 征 程 ；2021 年 5 月 ，云

南、贵州、四川三省人大常委会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的决定和各

自省份的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于 7 月 1 日起

同步实施，此举开启了三省共同保护赤水河

流域工作的新局面。

制度护航，成效明显。赤水河水质发生

了根本性改变，原来Ⅴ类及劣Ⅴ类水体基本

消除，出境断面水质维持在Ⅰ类，贵州段总体

水质稳定在Ⅲ类以上，赤水河段地表水环境

水质实现 100%达标。

赤水河治理是贵州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

一个缩影。贵州用最严密的法治、最严格的

制度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全省相继出

台了系列地方性政策法规，率先出台了首部

省级层面生态文明地方性法规《贵州省生态

文明建设促进条例》，颁布实施 30 余部配套法

规，实行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谁污染谁买单

贵州坚持把制度作为刚性约束，搭建起

贵州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四梁八柱”，各类“疑

难杂症”逐一破解，制度力量更好地转化为治

理效能。

去年底，安顺市首例水污染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案达成协议，涉案公司在施工过程中

挖断生活污水主管道，导致污水进入下游水

环境，最终赔偿 170 万元，又一次为长江流域

“谁污染、谁买单”提供了污染治理案例。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贵州着力强化生态

环保监管，从组建全国首个环保法庭、环保审

判庭开始，逐步建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

化、市场化保障机制。

自 2020 年 3 月 20 日开展生态环境突出问

题从严排查监督专项行动以来，全省共排查各

类污染源 13659 家次，发现 1358 家企业的 3211
个问题，立案查处各类环境违法案件 1340件。

实施 100多项生态制度改革

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贵州持续开展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省级空间规划、自然资

源资产管理体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等国家试点，取消地处重

点生态功能区的 10 个县 GDP 考核，强化环境

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实行党政领导

干部生态环境损害问责。

从“三线一单”到“三挂打法”，划红线，把

关口；从“以渣定产”到“生态补偿”，抓保护，

重落实；从“绿盾行动”到“清废行动”，换思

路，定责任；从“双十工程”到“单株碳汇”，滚

动治理，创新举措。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实施

100 多项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在绿色屏障建

设、生态评价考核、生态产业发展、司法保障、

生态扶贫等领域实现多个全国“率先”，多措

并举，守护绿水青山。

贵州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加强法治

多措并举守护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黄 娴

7月 12日至 13日，2021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举办。今
年论坛的主题为“低碳转型 绿色发展——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
命共同体”。国内外专家、国际组织和知名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
共话生态文明、共谋绿色发展。

作为全国首批、西部唯一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多年来，
贵州广大干部群众坚持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树立绿色发
展理念，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努力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绿色”已成为贵州重要的竞争力，是贵州发展最
亮丽底色。

森林覆盖率 61.51%，主要河流出境断面

优良率 100%，县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 比 率 超 过 99% ，绿 色 经 济 占 GDP 比 重

42%……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份份亮眼的“绿

色成绩单”，让贵州广大干部群众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信心更足。

作为全国首批、西部唯一的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贵州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

线，着力构建长江、珠江上游绿色屏障，将生

态文明思想贯穿生产生活各个方面，让绿色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今天的贵州，‘山地公园省’成为近悦远来

的宜居家园、旅游乐园、乡愁故园。我们将坚定

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以高

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围绕‘四新’抓‘四化’，努力

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贵州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谌贻琴说。

转变发展思路
守好“绿色家底”

走进仁怀市茅台镇一座酿酒车间，热气

蒸腾，酱香扑鼻，工人们正忙着翻拌、加曲、堆

积、上甑……与大多数酒厂不同的是，在烤酒

环节，这家用的是“电酿酒”。

“过去，燃煤烧水需要一个多小时，烤完酒

后，废水要经过处理才能排放，同时由于温度

不稳定，酒的品质也不好把握。”酒厂负责人赖

弟强介绍，“电酿酒”就是改用电锅炉，将水迅

速加热，使其成为水蒸气，再经过管道输送到

酒甑进行烤酒，整个过程只需 10 分钟，而且几

乎不产生废水，减少了污染，降低了生产成本。

与此同时，经过反复尝试发现，因电锅炉

内气压稳定可控，不仅保证生产安全，也使酒

的质量相对稳定。

“绿色、环保将是白酒产业的发展趋势，

将 来 肯 定 会 有 越 来 越 多 的 企 业 施 行‘ 煤 改

电’，使用‘电酿酒。’”遵义市生态环境局仁怀

分局副局长王耀表示，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

底线，对白酒产业而言，就要转变发展思路，

走绿色发展之路。只有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这个理念，才能在实现发展的同

时，守好绿水青山这个“绿色家底”。

南方电网遵义仁怀供电局党委书记赵庆

介绍，截至目前，仁怀市已有 18 家酒企完成

“煤改电”项目，另有 71 家正在进行，预计全面

实施后每年将节约 15 万余吨标准煤，节约环

境治理成本将超过 1.2 亿元。

近年来，贵州响亮地喊出“多彩贵州拒绝

污染”的口号，坚持“标本兼治，精准施治”思

路，持续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下功夫。以红枫湖

为例，作为贵阳市的主要饮用水源地，曾经一

度因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直排，水产养殖等因

素，导致水体遭受污染。后来通过成立生态保

护法庭、污染治理等手段，红枫湖的整体生态

环境持续好转，局部水域水质已达到Ⅱ类。

提升发展质量
留下“生态银行”

“老板，菜好了没？”在黔西市新仁苗族乡

化屋村，赵玉学经营的农家乐里，每天要接待

好几拨游客。

“来了！来了！”端着热气腾腾的菜，赵玉

学一路小跑吆喝着。

化屋村地处乌江上游，六冲河畔，植被翠

绿，风景如画。“我们坚持保护生态、绿色发展

的初衷，主打乡村生态旅游，以此带动黄粑、

苗绣等特色产业，奋力实现乡村振兴。”村支

书张玉芝介绍。

仅今年上半年，化屋村累计接待游客 100
多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000 多万元。

随着旅游产业链延伸，一幅乡村振兴的壮美

画卷，在化屋青山秀水间徐徐展开。

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谷脚镇

茶香村，成片的刺梨挂满枝头，还有不到一个

月，即将成熟上市。

“种刺梨的路走对了，这里很多是石旮旯

地，以前只能种苞谷，忙活一年，到头来只够

口粮。”村民李明权告诉记者，那时候最怕下

雨，因为土层薄，苞谷很容易倒一片，淌下来

的全是泥水，现在种刺梨，情况明显变了，“不

但保持水土，还能卖鲜果，做深加工，一年能

挣十几万元。”

黔南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山区地貌，这里

山连着山，石压着石，94%的国土面积属石漠

化片区，农业生产条件先天不足。转变发展

方式，提升发展质量，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

发展的“生态银行”，迫在眉睫。

近年来，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政策

举措支持下，当地加强重点生态区域管理，划

定生态红线管控区域，长江珠江防护林体系

建设、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石漠化综

合治理等林业生态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退耕还林启动后，黔南大力推进石漠化

综合治理和宜林荒山造林，因地制宜发展茶

叶、刺梨、特色经果林等产业。黔南的‘人工

种植刺梨’，为贵州石漠化治理提供参考，成

为山区老百姓‘点绿成金’的经典案例。”黔南

州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中心主任田华林表示，

目前全州刺梨种植面积 61.7 万亩，涉及农户

9.1 万户 29.64 万人，并建成贵定、龙里两个刺

梨聚集加工产业园区，形成了产业链。

依托良好生态环境，贵州走出了一条高

质量发展新路。连续 5 年时间，贵州绿色经济

增长速度领跑全国；连续 40 个季度，贵州经济

增速位居全国前三。

培育绿色文化
共享绿色生活

周末，贵阳市民林泉带着孩子，到乌当区

偏坡布依族乡游玩一番。他背着大包，随手提

着一个空袋子，格外显眼。“给孩子带了不少零

食，怕他吃完乱扔，才想了这个办法。再说这

个地方满眼翠绿，一步一景，更得好好保护。”

近年来，贵州坚持以生态文明为引领，深

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通过

举办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设立“贵州生态

日”、开展巡河巡林等活动，培育绿色文化。

“这是红豆杉，这是珙桐，都是国家保护

植物，咱们不能掉链子！”在铜仁市印江县岭

峰村，村干部将村民聚在一起，宣讲法规，动

员保护山林，村民代方会主动响应，“过去是

挖窑、伐木、烧炭，只够填饱肚子，现在是封

窑、护林、保山，搞林下经济，反倒尝了甜头！”

经过长期坚持，光秃秃的山岭如今郁郁

葱葱，每年还吸引不少游客。村民们也渐渐

意识到保护森林资源的重要性，不少人自觉

加入护林队伍。

而在毕节市大方县兴隆乡，上百名护林

员、护河员带头和制定村规民约，引导群众树

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培育相互监督、自我教

育、自发爱护环境的生态文明理念。

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到人们的日常生

活，贵州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先试先行，持续探

索，如今绿色发展已融入干部群众的具体行

动，化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贵州正奋力书

写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

贵州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书写高质量发展“绿色答卷”
本报记者 万秀斌 苏 滨

曾经被称为“纳污沟”的仁怀市五马河恢复了水清岸绿。

母应强摄

黔南龙里金灿灿的刺梨正是采摘季。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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