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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92 万群众搬出

大山，摆脱贫困千年梦圆；

经 济 增 速 连 续 10 年 位 居 全 国 前 列 ，数 字

经济增速连续 7 年居全国第一，赶超跨越势头

强劲；

石漠化土地面积缩减 43%，森林覆盖率提升

到 62.12%，绿色家底更加厚实……

十年砥砺奋进，多彩贵州精彩蝶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

贵州，多次考察贵州，发表重要讲话，为贵州发

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贵州坚持以

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

线，培植后发优势，奋力后发赶超，走出一条有

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不

断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奋力脱贫攻坚，书写中

国减贫奇迹的贵州精彩篇章

贵州曾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全国

脱 贫 攻 坚 主 战 场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贵 州 坚

持 把 脱 贫 攻 坚 作 为 头 等 大 事 和 第 一 民 生 工

程，全力实施大扶贫战略行动，尽锐出战总攻

绝对贫困。

走进遵义市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三江镇

三江社区，3500 多亩花椒树枝繁叶茂，绿油油的

花椒挂满枝头，乡亲们穿梭其中，忙着采摘。“这

是石头地，土层薄，种玉米产量低。后来通过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方式种花椒，不仅山绿

起来，土肥起来，水留下来，大伙儿的腰包也鼓

起来，摘掉了贫困帽子。”居民王良谷一脸笑容。

贵州“八山一水一分田”。山于贵州，曾经

沉重。立足自然禀赋与市场需求，贵州因地制

宜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目前茶园、辣

椒、刺梨种植面积分别达到 700 万亩、545 万亩、

200 万亩，规模均居全国前列。 2014 年至 2020
年，茶叶、食用菌、蔬菜等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带

动全省 753.5 万脱贫人口增收，占脱贫人口总数

的 96%。

对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大山

里、很难实现就地脱贫的贫困人口，贵州实施易

地扶贫搬迁。

“家门口上班，孩子就近念书，不像以前在

家务农要翻山越岭，外出打工又放心不下家里

的老人孩子。”2018 年 6 月搬进毕节市七星关区

柏杨林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王燕开启“一步住

上新房子、快步过上好日子”的幸福新生活。

作为全国易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省份，

贵州动员 192 万群众搬出大山，累计建成 949 个

集中安置点，建成安置住房 46.5 万套。同时围

绕基层党建、社区治理、培训和就业服务等“五

个 体 系 ”，全 力 做 好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后 半 篇 文

章”，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坚持精准扶贫，贵州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

贫困问题，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书写

了中国减贫奇迹的精彩贵州篇章。

如今，贵州持续选派 3.2 万名第一书记和驻

村干部，组建 1 万支工作队开展驻村帮扶，实现脱

贫村等“五类村”全覆盖，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深化改革创新，激发高

质量发展动力活力

2014 年 9 月，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落地

铜仁，如今已成长为全国锂电新能源材料行业

的龙头企业。“得益于独特的区位优势、上下游

产业集聚以及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企业发展

前景广阔。”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铜仁产业

基地总经理张朝华表示。

过去的贵州，工业基础薄弱，发展动能不

足。这十年，贵州着力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工业

倍增行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0%以

上，以现代能源、基础材料等为主的十大工业产

业快速发展壮大。

奋力推进工业大突破，是贵州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缩影。

走进位于贵阳市乌当区的贵阳万江航空机

电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机器人挥动手臂，自

动抓取零件，依次完成上料、下料工作。

“基于物联网和工业大数据技术，公司建成

智能生产物流管控系统，实现产品生产和质量

全流程追溯，整体效益显著提升。”贵阳万江航

空机电有限公司精益智造部副部长金智强说。

贵州超前谋划布局，全力实施大数据战略

行动，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日益深化，抢

占数字经济发展先机。截至目前，通过实施“百

企引领”“千企改造”“万企融合”等行动，贵州累

计形成“大数据+实体经济”融合标杆项目 401
个、示范项目 4234 个，带动 8485 户企业开展融

合工作，推动 2.3 万余家企业“上云”。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贵州数字经济增

速连续 7 年位居全国第一，2021 年数字经济增加

值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35.2%。如今，乘

着“东数西算”工程东风，华为、腾讯等一批数据

中心落户贵阳贵安新区，一张充满蓬勃动能的

“算力网”正徐徐铺展，助力贵州加快建设数字

经济发展创新区。

悄然改变的，不仅是产业。

“交通靠脚板，走的还是用柴刀砍出的小山

路。”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枹木垅村村民龙必

燕，以前每次进县城要走两个多小时，如今通组

硬化路修到家门口，开车 30 分钟就能到县城。

这十年，贵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持续突破：

2015 年，率先在西部实现“县县通高速”；2017
年，率先在西部实现“村村通公路”；2021 年底，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 8000 公里，是 2012 年的

3 倍多……

突破基础设施制约瓶颈，畅通对内对外开

放通道，深入推动制度型开放，贵州正着力建设

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眼下，从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到全面优化营

商环境，贵州正加快建设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

示范区。今日贵州，正成为投资热土、兴业沃

土、创业乐土，发展活力迸发。 2012 年至 2020

年，贵州经济增速连年位居全国前列，

综合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跨越。

着力先行先试，厚植

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优势

县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保持

在 95%以上，森林覆盖率达 62%以上，主要河流

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 100%……这十年，贵州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优良的生态环境是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

竞争优势。这些年，贵州全力实施大生态战略

行动，着力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不断做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厚植高质

量发展的生态优势。

2016 年 6 月，贵州获批成为首批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之一。贵州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推出

一批制度创新成果。

流经云贵川三省的赤水河，是贵州的美景河、

美酒河。2014 年，为护佑一江清水，按照“保护者

受益、利用者补偿、污染者受罚”原则，贵州在省内

探索实施赤水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生态补偿机制。

“遵义、毕节两地签订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跨界水质监测断面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Ⅱ类水质

标准，下游受益的遵义市向上游毕节市缴纳生

态补偿资金；反之则由毕节市向遵义市缴纳生

态补偿资金，专款用于赤水河流域水污染防治、

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建设。”贵州省生态环境厅水

生态环境处干部李澄介绍。

2014 年至 2020 年，遵义累计向毕节支付补

偿金 9695 万元。如今，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已扩大到云贵川三省。云贵川三省还推动赤

水河流域保护共同立法。

贵州是长江、珠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

锚定“长江珠江上游绿色屏障建设示范区”战略

定位，贵州着力开展绿色屏障建设制度创新试

验：健全空间规划体系和用途管制制度，开展自

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健全山林保护制度，健全

水资源环境保护制度……

从开展促进绿色发展制度创新试验到开展

绿色绩效评价考核创新试验，贵州大力推进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30 项改革成果列入国

家推广清单。

山秃、土少、石头多，石漠化长期以来困扰

着兴仁市马马崖镇九盘村的发展。“既要保护生

态又要发展生产，就要在石旮旯里巧做文章。”

经专家支招，村党支部书记王清山带领乡亲们

种起枇杷和李子，让石山增绿、群众增收。

十年间，通过探索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区域

经济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有机结合的防治新模式，

贵州石漠化治理面积累计达 1.31 万平方公里，石

漠化土地面积减幅达 43%。

降碳、减污、扩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今日贵州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

境更美好，绿水青山正成为贵州人民的“幸福不

动产”。

下图：贵黔高速鸭池河大桥。

尹 刚摄（人民视觉）

多 彩 贵 州 精 彩 蝶 变多 彩 贵 州 精 彩 蝶 变
本报记者 万秀斌 汪志球 苏 滨

本期统筹：万秀斌 谢 雨

责任编辑：叶 琦 宋 飞 戴林峰

版式设计：汪哲平

数据来源：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