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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 说 天 下 山 ，半 在 黔 中

青。”“江从白鹭飞边转，云在

青山缺处生。”

贵 州 在 为“ 山 地 公 园 省 ”

美誉自豪的同时，也曾为千山

万壑所困扰：属典型喀斯特地

形地貌，生态脆弱；属欠发达

地区，发展不足。山多土瘠的

贵州，如何守护好山好水这一

“绿色家底”，在后发赶超中迈

向高质量？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守住

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嘱托，

贵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不断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这篇大文章，努力闯出一条

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开创百姓

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过去，地处喀斯特山区的

毕节市赫章县海雀村，“开荒开

到山尖尖，种地种到天边边”，

越垦越穷，森林覆盖率最低时

仅为 5%。如今的海雀村，万亩

林海苍翠连绵，森林覆盖率达

77%。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

村民因地制宜发展起中药材、

食用菌、旅游等产业。仅去年

一年，参与民宿发展的村民就

获得分红 21 万余元。今年 4 月

29 日，贵州第二张林业碳票颁

发给海雀村，涉及林地 7300 余

亩 、价 值 100 余 万 元 ，仅 此 一

项，海雀村 227 户群众户均增

收 4400 多元。说起生产生活

的变化，村民们感慨：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优良的生态环境是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

势。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

环境保护协同共进，关键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找准发展路径和方式。贵州把在新时代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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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质

量发展的主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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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把绿色化贯穿“四

新”“四化”各方面和全过程。

从在全国率先实施磷石膏“以渣定产”政策，促进

磷化工产业绿色、创新、集约、高效发展，到开展促进绿

色发展制度创新试验；从基础能源、现代化工、先进装

备制造等十大工业产业转型升级迈出新步伐，到全力

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数字经济成为带动全省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这些年，贵州着力以改

革创新之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绿色答卷”，经济发展势

头强劲，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多彩贵州绿富同兴的实践充分表明：生态环境保

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

关系；让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实现共赢，关键在人，关

键在思路。要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守住发展和生态

两条底线，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相统一，走

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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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设备按钮，添料、送水等程序开始自动

运行，一枚枚新鲜鸡蛋随着传送带缓缓运出……

同样是养鸡，跟马中秀在老家相比完全不同。

“那会儿搭个窝棚再撒把苞米就完事了，人住

的房子都很简陋，哪有这样的养殖场。”马中秀老

家在毕节市纳雍县昆寨乡碓窝河村，过去一家七

口挤在 60平方米老房子里，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贵州大力实施易地扶贫

搬迁，192 万居住在“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地方

的困难群众，搬出大山开启幸福新生活。

2020年 1月，马中秀一家搬进位于纳雍县城的

利园街道蟠龙社区，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楼房，社

区安排马中秀夫妻参加就业培训。通过帮扶干部

对接，马中秀在城郊一座养殖场找到了心仪工作，

丈夫在社区附近一家箱包厂上班，夫妻俩每月工资

7000余元。“不用外出务工，收入稳定，还能照顾老

人和孩子。”这正是马中秀盼望的幸福生活。

为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

富，贵州着力构建基层党建、基本公共服务、培训

和就业服务、文化服务、社区治理“五个体系”，做

好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截至今年 6 月底，全省易

地扶贫搬迁户已就业 41.45 万户、92.99 万人，实现

有劳动力家庭一户一人以上就业；949 个集中安

置点实现公共卫生服务机构、教育设施全覆盖，

确保搬迁群众看病就医保障覆盖率达到 100%，确

保搬迁群众子女就近入学。

搬出大山 安居乐业
本报记者 程 焕

古松苍劲、梯田层层、青山环抱，贵阳市乌当

区新堡布依族乡马头村山水如画，游客络绎不

绝。“丽阳山庄”农家乐老板罗发俊在葡萄园里转

上两圈，开始准备食材。

“发展乡村旅游这条路子走对了。”40 岁的罗

发俊曾外出务工多年，返乡后开办乡村客栈，亲历

了旅游产业发展给这个布依族山寨带来的变化。

地处香纸沟省级风景名胜区核心区，昔日马

头村，同贵州很多山村一样，守着绿水青山，却没

找到“金饭碗”，年轻人多外出务工。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将旅游产业化作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主抓手之一，打造国际一流山地旅游目的

地、国内一流度假康养目的地。党委政府持续引

导扶持，乡村旅游在各地蓬勃发展，成为推进旅

游产业化的重要支撑。

整治乡村环境，发展葡萄、苹果、西瓜等水果种

植，马头村走上农文商旅融合发展之路。“香喷喷的

旅游饭”激活了全村经济发展，短短几年间，外出打

工的年轻人回来了。目前，马头村已有 28 家农家

乐、19家乡村客栈，每年吸引游客逾 5万人次、旅游

收入近 2000万元，成为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绿水青山间，农家日子甜。“这些年通过发展

乡村旅游实现生态富民，我们切实体会到‘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村党支部书记陈正勇说。

持续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化、差异化、品牌化、特

色化发展，贵州越来越多的乡村实现“生态美、产业

兴、百姓富”。截至目前，贵州已创建省级以上乡村

旅游重点村镇 437 个，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

49个，居全国前列。

乡村旅游 生态富民
本报记者 黄 娴

眼下正值汛期。贵州东方世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大平台，工作人员紧盯电脑屏幕，密切追

踪降雨量、河湖水库水位变化等数据。公司自主

研发的“东方祥云”平台，整合了气象、遥感、地理

地貌等数据信息，通过算法分析，可提前 72 小时

发出洪水预警预报。

“ 传 统 的 预 警 需 要 在 河 道 中 安 装 大 量 传 感

器，而运用大数据则是全新探索。”李胜是贵州东

方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 年前他就带

领团队研究洪水预警预报。如今，乘着贵州发展

大数据的东风，“东方祥云”走出贵州，服务全国

1700 多个县的 3.5 万座水库。

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将发

展数字经济作为后发赶超的突破口、转型发展的

新引擎。通过实施“千企改造”“万企融合”等行

动，贵州着力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走进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

一台台无人搬运小车来回穿梭，依次把物料运送

到设备投料口。公司近年来探索全面数字化转

型，去年建成全省首个 5G 全连接工厂，逐步实现

数据驱动的生产方式，胎圈生产由 5 道工序整合

为 1 道，效率提高 4 倍以上，合格率提高 20%，还可

节约近 1/3 的人力。

近年来，贵州已累计形成融合标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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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东

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贵州获批建设全国

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

进入“十四五”，贵州奋力在实施数字经济战

略上抢新机，大力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以

“东数西算”、数据交易等为抓手，做大做强数据

中心、智能终端、数据应用 3 个千亿级主导产业集

群。2021 年，贵州数字经济增加值超 6500 亿元，

增速达 20.6%，连续 7 年居全国第一。

数字经济 异军突起
本报记者 程 焕

“小朋友，身上哪里不舒服？”在遵义市正安

县流渡镇中心卫生院远程诊疗室内，正安县人民

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旭珍通过视频询问俊

俊的病情。

这几天，见儿子俊俊手臂上突然出现大片小

疙瘩，韦阳赶紧带着孩子来到镇卫生院检查。主

治医生罗盛海对俊俊初步治疗后，通过贵州省远

程医疗管理服务平台向正安县人民医院皮肤科

申请了远程会诊。

“目前考虑是过敏性皮疹，可考虑外用炉甘

石洗剂。”张旭珍提出治疗建议。

2016 年以来，贵州全力推进远程医疗服务体

系建设，建成全省统一的远程医疗专网和远程医

疗服务管理平台，将省、市、县、乡四级公立医疗

机构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

在远程医疗服务体系末端，贵州为 1000多个乡

镇卫生院配备了相应的硬件设备。“彩超、医用 X 光

机、心电等医疗设备都配齐了。”流渡镇中心卫生院

院长何亚清介绍，“过去患者照个片子都要跑县城，

接入远程医疗系统后，许多常见病、慢性病在我们

卫生院就能进行初步诊治和随访。”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正安县中医院阅

片室内，放射科医生夏小波仔细查看各乡镇卫生

院上传的影像片后，将检查报告单上传反馈给申

请远程影像诊断的卫生院。“有些复杂的片子，乡

镇医生就上传给我们来判断。”夏小波说，“如果

我们也拿不准，那就传到市一级的医院。”

硬件设备改善了，基层医生诊疗能力也得跟

上。贵州省卫健委明确由 3 家省级龙头医院牵

头，加强对各地的指导和支持，并定期开展影像、

心电、检验等针对操作人员和诊断医生的培训。

“远程医疗服务全面推开，促进了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让农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

质的医疗服务。”贵州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今年 6 月底，全省远程医疗服务总量达 303.2
万例，减轻了群众就医负担。

远程医疗 惠民利民
本报记者 陈隽逸

图①：沪昆高速贵州段穿越贵阳

贵安新区樱花园。

图②：位于平塘县、有“中国天眼”之

称的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图③：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

水县农村小学生正在享用营养午餐。

图④：贵阳大数据创客公园。

图 片 均 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

提供

从遵义仁怀市茅台镇岩滩村顺着仁溪沟一路

前行，两岸郁郁葱葱，流水潺潺。“前几年河水污染

严重，不敢靠近。现在河水清澈，大家都喜欢来河

边散步。”岩滩村村民刘波说。

仁溪沟属赤水河一级支流，两侧分布着多家

酒厂。前些年，部分酒企、作坊建设不规范、环保

意识淡薄，造成“跑冒滴漏”污染，一度令仁溪沟化

学需氧量、总磷超标，水质下滑至劣Ⅴ类。

2019 年，仁怀市开展白酒产业治理，将仁溪

沟沿岸 24 家不符合生产条件的企业、作坊全部关

停，采取补偿机制逐步拆除厂房，填埋 467 口窖

池，引导其中 15 家企业到园区规范发展。

位于仁溪沟上游的程海酿酒作坊是 24 家被

关停的企业、作坊之一。“我们决定转产到制曲等

不易产生污染的产业环节上，谋求可持续发展。”

作坊负责人程海说。

随着污染防治深入推进，仁溪沟水质已稳定

达到地表水Ⅲ类以上。“我们建设了一座水质微型

站，对仁溪沟开展 24 小时监控，实时掌握水质变化

情况。”遵义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黄涛说。

仁溪沟水质之变，是贵州呵护环境防治污染

的一个例证。近年来贵州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导向，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大

生态系统保护力度，科学推进石漠化、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不断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

大文章，30 项生态文明制度改革成果列入国

家推广清单。

这些年，多彩贵州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向好向优：“十三五”时期贵州单位地区

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24.3%；2021年绿

色经济占比达 45%……“山地公园

省”成为宜居家园、旅游乐园。

生态环境 向好向优
本报记者 黄 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