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从白鹭飞边转，云在青山缺处生。走在

黔中大地，只见绿水青山映入眼帘。这样的成

果是如何取得的？

“奋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

来，这是省委、省政府对生态文明试验区所定目

标生动形象的描绘。”贵州省发改委主任、省生

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少波说。

贵 州 守 好 发 展 和 生 态 两 条 底 线 。 截 至

2020 年底，试验区 34 项核心制度成果全面完

成，其中 13 个方面、30 项改革成果列入国家推

广清单，贵州省绿色经济占 GDP 比重达 42%，

森林覆盖率达 61.51%。

完善相关制度，生态
文明立起四梁八柱

5 年来，贵州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试验

区建设：2016 年，贵州召开省委十一届七次全

会，研究试验区怎么试、如何干；2017 年 4 月，贵

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把大扶贫、大生态、大数据

列为三大战略行动；2018 年 7 月，贵州省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暨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推进会

召开，就如何推动绿色发展专门进行讨论。三

次会议层层推进，思想在统一、思路在清晰、思

干在合一。

今年，贵州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

的《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禁止一切捕

捞行为；禁止从事采砂、开矿活动；禁止新建、改

建、扩建生活垃圾填埋场……

“同时通过的，还有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出

台的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的决定和各

自的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这是云贵川三省共

同立法的成果。”贵州省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李勇说。截至今年 6 月，全省有立法权的

主体共制定出台涉及生态环保的地方性法规

129 件，其中，生态文明试验区成立 5 年来立法

81 件。

完备的生态环保法规规范体系，不断推动

贵州检察公益诉讼工作走在全国前列。贵州省

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杜树生介绍，近几年，社会

公众用法律保护生态的意识不断增强，举报、提

供线索的积极性也跟着增强，生态环保法规对

各种破坏行为有清晰的规定，逐步破解了公益

诉讼起步时“无案可查”的困境。

此外，贵州还建立起自然资源资产统一确

权、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生态补偿等生态文明绿

色发展制度，建立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绿

色评价等生态文明考核评价体系，生态文明“四

梁八柱”制度框架正在全面建立。

筑牢生态屏障，绿水
青山找回美丽模样

贵州地处长江、珠江上中游，一棵树、一滴

水，牵动的是两江清流。按照《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贵州）实施方案》，要打造 5 个示范区，排

在第一位的便是长江珠江上游绿色屏障建设示

范区。

打造绿色屏障，贵州重在“两治”：治山，造

一片青山；治水，还一江清流。贵州是全国石漠

化 面 积 最 大 、危 害 最 重 的 省 份 ，全 省 88 个 县

（市、区）中有 50 个纳入国家规划的石漠化综合

治理重点县，占全国石漠化综合治理重点县数

量的 25%。

如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谷脚

镇茶香村已遍披绿装。村民燕启富回忆，茶香

村曾经石漠化严重、土层薄，前些年，种苞谷每

亩地只有两三百斤产量，家家收的苞谷几乎都

不够吃。怎么办？以前只能砍树开荒，可是，没

了树更加留不住土、存不住水，山地虽多，却吃

不饱。

2000 年，借着国家实施退耕还林政策的历

史机遇，茶香村选了 3 个树种：杉树、松树、刺

梨。杉树、松树的种植完全是为绿化；刺梨属国

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固土保肥，兼顾绿化与发

展经济。

2016 年以后，在试验区实施绿色贵州建设

计划的推动下，茶香村的刺梨从 1.3 万亩增至

2.1 万亩，同时搞起刺梨干、膏、酒加工，还建成

了刺梨沟景区。

燕启富退了耕，皮禄江则收了渔网。2017
年，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江界河镇渡

江社区村民皮禄江拆掉了乌江水面上的 6 口网

箱，拿着 2 万元补贴上山种了 6 亩蜜柚，还购买

游船搞起了乌江风光游。他说：“更开心的是告

别了黑臭水，小时候清澈的乌江回来了。”

2016 年以来，贵州累计完成营造林 2988 万

亩、石漠化治理 5234 平方公里，拿出近 18 亿元

取缔网箱养殖 33543 亩，深入实施十大污染源

治 理 、十 大 行 业 治 污 减 排“ 双 十 工 程 ”。 2020
年，贵州 88 个县（市、区）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达 99.4%，主要河流出境断面

水质优良率保持在 100%。

发展绿色经济，产业
形态踏上转型之路

2016 年，贵州启动“千企改造”工程，通过

工业绿色化转型、产业绿色化改造等促进绿色

制造发展，推动实现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六盘水市、水城经开区抓住政策机遇，成立

投资公司全资收购停产的双元铝业，重组六盘

水双元铝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副总经理吴翔

介绍，他们与中南大学、贵州大学等院校开展产

学研深度合作，共建研究生培养基地、研发中

心。2018 年以来，自身及带动下游企业申请各

类专利 60 余件，仅高效型新型铝电解槽密封保

温槽盖板专利一项，每年就能为全厂节电 420

万千瓦时，折合标煤 500 万吨，减少碳排放 2200
余吨。

2016 年以来，贵州改造企业 5729 户、项目

6255 个，完成技改投资 4527 亿元，规上工业基

本实现全覆盖。“十三五”时期，贵州省工业能源

消费占全社会 50%左右，工业节能提前提质完

成国家能源“双控”目标，有效缓解全社会资源

能源约束和生态环境压力。

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敖鸿说：“发

展绿色经济，不轻松也得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能

走回头路。”

同样不轻松的，还有贵州对大数据战略的

坚持。2014 年，贵州开始发展大数据产业。贵

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长马宁宇表示，无论

是对大数据知识的学习还是对大数据战略的落

实，全省上下都始终保持积极状态，牢牢把大数

据发展的先机抓在手中。今年 4 月发布的《中

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 年）》显示，2020
年，贵州数字经济增速超过 15%。

建造绿色家园，城里
乡里过上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是什么样？铜仁市江口县太平镇

快场村村民赵忠伦回答：“希望房前屋后没垃

圾，不然一到夏天就臭烘烘。”贵阳市南明区居

民李艳说：“希望河水不再黑乎乎，恢复鸟飞鱼

跃的景象。”

农村垃圾处理，需要用巧劲。 2018 年，快

场村得到县财政 4 万元的支持，在全县开了第

一家“垃圾兑换超市”，1 个积分 1 毛钱，用垃圾

换积分，用积分兑商品。

目前，“垃圾兑换超市”已在全县 20 个村区

推广建立。从“一路走一路丢”到“一路走一路

捡”，从乱扔乱堆到懂得分类，在垃圾被兑换成

绿色积分的同时，生态保护意识也在人们的心

中不断提升。

2020 年 6 月，云岩区六广门再生水厂正式

运行，这是一家建在贵阳市主城区核心地段的

污水处理厂。就地就近建厂最理想，但核心城

区 土 地 资 源 宝 贵 、拆 迁 成 本 高 、周 边 居 民 有

担忧。

思路决定出路，最终，新建的六广门再生水

厂整体埋在地下 32 米深处，通过先进污水处理

工艺解决了气体、噪声等影响市民生产生活的

因素。

贵阳市副市长、云岩区委书记林刚介绍，贵

阳在中心城区新建的 18 座污水处理厂中有 14
座采取下沉式建设，地下是污水处理厂，地上修

商业综合体、体育场、公园广场等设施。目前，

贵州已实现县级以上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全

覆盖，污水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

别达到 95%和 93.5%。

今年 7 月召开的 2021 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

论坛上，贵州省委书记谌贻琴表示，贵州将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新发展理

念，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不断做好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奋力在生态文

明建设上出新绩。

上图：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盘石

镇芭茅村。

龙元彬摄（影像中国）

下图：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

市平浪镇。

肖 伟摄（影像中国）

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多彩贵州 走向绿富同兴
本报记者 汪志球

本 报 北 京 8 月 18 日 电

（记者顾仲阳）记者从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林长制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获悉：《关于全面推行林

长制的意见》出台半年多来，各

地加紧推进林长制改革。截至

8 月中旬，全国已有 23 个省份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台了省

级层面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

文件，部署全面推行林长制。

据介绍，已发布省级实施

意见的 23 个省份中，全部由党

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

林 长 ，各 地 均 设 立 副 总 林 长 ，

由省级负责同志担任，划片分

区负责。其中，安徽、江西、海

南、山东、山西、新疆、重庆 7 个

省 份 已 全 面 完 成 各 级 林 长

设置。

为统筹推进工作，各地积

极筹建林长制专职机构，安徽、

福建、广西、四川 4 个省份设立

省级林长制工作处。各地注重

源头管理和基层建设，划分森

林资源责任区网格单元，整合

组建生态护林员队伍，构建全

覆盖、网格化的森林资源源头

管理体系。安徽、江西、山东等

11 个省份已发布林长会议、信

息公开、部门协作、工作督查等

各项制度。各地因地制宜推出

“林长+”“林区警长制”“民间

林长”等创新制度，形成保护发

展林草资源的合力。安徽、北

京、河北、贵州等省份印发关于建立“林长+检察长”协

作机制文件。

安徽、江西探索将行之有效的措施上升为地方立

法。5 月，《安徽省林长制条例》出台，规定了林长组织

体系、工作导向、工作制度和支撑保障等内容，是我国

首部省级林长制法规。江西力争将江西省林长制工作

条例纳入 2021 年立法计划。

继 2020 年 11 月江西在全国首创省级总林长令后，

又有新疆、北京、重庆、贵州相继发布总林长令。5 个

省级总林长令进一步压紧压实林长责任，要求各级林

长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常态化巡林，协调解决林草资源

保护发展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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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太原 8月 18日电 （记者郑洋洋）记者从山西

省水利厅获悉：“十三五”时期，山西累计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 1.795 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已减少到 5.89 万

平方公里，流失强度大为减轻，黄河入河泥沙量也大幅

减少。

据介绍，山西持续推进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去年 9
月启动全省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专项整治行动，对

未批先建、未验先投等违规问题的 2012 个生产建设项

目建立台账、限期整改，积极防治人为水土流失。山西

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时期将全面推进

主要河流、湖泊等生态保护与修复，计划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 1.835 万平方公里。

“十三五”时期

山西治理水土流失1.8万平方公里

本报西宁 8月 18日电 （记者刘雨瑞）近日，记者

从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获悉：青海省草原综合植被盖

度达到 57.4%，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保持稳定及趋于好

转的草原面积达到 87%。

据了解，青海省目前有天然草地面积 6.32 亿亩，是

青藏高原乃至全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青

海省相继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祁连山生

态保护和建设综合治理、退牧还草等重大草原生态修

复工程，严格落实禁牧和草畜平衡制度，草原生态系统

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态功能不断增强，草原生态

持续向好。

青海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57.4%
天然草地面积6.32亿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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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核心阅阅读读

2016年，贵州获批成为
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之一。

5 年来，贵州不断探索
完善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制
度，发展绿色经济，科学推进
农村垃圾处理与城市污水治
理，筑牢绿色屏障，建造绿色
家园。

■聚焦生态文明试验区③R

本报北京 8月 18日电 （记者刘毅）近日，联合国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正式发布了第六

次评估报告的第一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 2021：自然

科学基础》。中国气象局 18 日召开媒体访谈会，对这

一报告的内容进行了解析。

《气候变化 2021：自然科学基础》是来自全球 65 个

国家的 234 位作者历时 6 年，通过对 1.4 万多篇文献的

综合评估，以最新数据、详实证据、多元方法提供的全

球和主要区域气候变化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认识，其

结论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落实《巴黎协定》目

标提供重要科学基础。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表示，报告指出，人类

活动已经引起了大气、海洋和陆地的变暖。全球变暖

对整个气候系统的影响是过去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来

前所未有的。报告指出，预计到本世纪中期，气候系统

的变暖仍将持续。尽快实现净零碳排放将可能实现温

升控制目标。

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副司长袁佳双介

绍，中国是最早参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编写的国家之一。30 多年来，中

国政府积极推进报告编写进程，深度参与报告的流程

和制度改革，发挥了积极建设性作用。

联合国气候变化相关报告发布

中国政府发挥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