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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是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贵州人
懂绿、爱绿、护绿。

在17万平方公里的贵州，近年来依托大
数据产业的蓬勃发展，以数据赋能生态文明
建设，构建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运
用大数据推动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生
活，将“大数据”与“大生态”两张“名
片”巧妙融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绿色
发展道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精彩
画卷正在贵州大地徐徐展开。

护绿，
生态治理更智能

“师傅，平台监测到您的车辆有冒黑烟的
情况，请在 15 日之内对车辆进行维修整治，
并在最近一次年审的检验机构进行免费复
检，合格后方可上路行驶。”在贵阳市生态环
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中心，执法支队吴庭文
通过电话联系黑烟车车主处置问题。

2020年，贵阳市启用了黑烟车遥感监测
系统，系统能实现全天候无人监控、自动筛
选、保存、传输、播放黑烟车视频片段等功
能，快速识别和抓拍排放黑烟等明显可见污
染物的车辆。

引进先进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手段用于贵
阳市大气污染管控工作，实现大气精准治
污，守护蓝天白云，这是贵阳市近年来一直
在探索的工作。

吴庭文介绍，目前全市11个区市县重点
路段建设了 22 套电子抓拍系统，截至今年 6
月25日，已审核黑烟车数据34015条。

来到贵阳市白云区麦架河新村村段岸
边，麦架镇新村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吴国华
掏出手机，打开“智慧白云——清清河道”
微信小程序，点击“日常巡查”开启巡河工
作。河道没有明显淤塞、两岸无垃圾堆放、
水面没有出现成片漂浮物……严格对照系统
中的“水域状态与清洁”“河流沿岸情况”

“河流取排水情况”等分类指标进行巡查，吴
国华及时填写巡查位置、时间，对拍摄图片
上传数据库留痕。这样的操作，已成为白云
区各级河长巡河巡湖时的常态。

在吴国华看来，科技的加持，实现了巡
河电子化、数据实时化、治理精准化。“系统
对所发现问题的交办、受理、处置、办结等
均有时效记录，不仅方便高效，还增强了河
长履职的责任心和自觉性。”

近年来，贵州利用优势条件与发展契
机，加快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充分运用大
数 据 手 段 ， 全 力 提 升 生 态 治 理 的 能 力 和
水平。

2022 年，贵州省 9 个中心城市空气质量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99.1％；全省地表水水
质总体为优，114条主要河流222个监测断面

水质优良断面比例为 98.2% （达到Ⅲ类及以
上水质类别），9个中心城市26个集中式生活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147 个
县级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
持 100%；全省生态质量指数 （EQI） 值为
70.86， 生 态 质 量 为 一 类 ， 生 态 质 量 保 持
稳定。

融合，
绿色动能更强劲

获评“2022 年度绿色工厂”，让贵州吉
利发动机有限公司更加坚定了以数字化转型
为抓手，推动自身工厂全方位绿色发展。

行走在贵州吉利发动机有限公司之中，
由内而外，随处可见工业生产数字化转型与
绿色低碳生产的身影。主体厂房集约化建
设，厂房外部材料以保温节能新型材料为
主，园区利用太阳能供电，生产车间整洁有
序，运输线上，人与机器人协作生产。

吉利控股集团公用动力一级工程师潘兴
友登录智能制造系统，在系统显示屏端上，
智慧生产、智慧检验、智慧能源、智慧质
控、智慧开机等情况实时更新，从每条生产
线运转到当日能耗情况，数据显示一应俱全。

前方加工线上生产忙，后方基地，污水
集中处理厂环保数采仪24小时运转，对工业
生产污水处理进行实时监测采集，每月近20
吨工业污水通过集中污水处理，达到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后再排入市政管网，循
环利用。

潘兴友介绍，企业通过集约式厂房建
设、建立循环水系统、开展系统化废渣治
理、试机节能技术创新等措施，推动绿色制
造水平全面提升，在 200 亩土地创造出每年
10亿以上的产值。

走进贵州盘江电投天能焦化有限公司厂
区，没有印象中焦化企业独有的刺鼻异味和
此起彼伏的机器运转声，大多数生产流程都
由数字后台全程操作并监控，曾经贴着“傻
大黑粗”标签的煤化工，正在快速向绿色环
保、循环发展、智能制造的方向转变。

数字经济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为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作为首个国家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通过实施“千企改
造”“万企融合”持续推动大数据赋能各行各
业转型升级，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指
数达 44.5，绿色制造正推动实现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双赢。

生态更美、产业渐强，贵州“链”上大
数据，引导产业结构逐步向节能、低耗、低
污染方向转型升级。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印发的 《贵州省“十四五”工业节能规划》

提出，到 2025 年，完成工业节能目标任务，
显著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稳步提升资源利用
水平，进一步完善绿色制造体系，绿色工业
园区占比 50%以上，创建绿色工厂 200 家以
上，培育一批绿色设计产品，打造一批绿色供
应链，创建一批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2022年，国务院印发 《关于支持贵州在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赋予贵
州“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的战略定位，贵
州不断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推动
生态文明建设出新绩。目前，贵州已创建国
家级、省级绿色工厂162家。

培育，
绿色生活更丰富

“扫一扫，就能看到这棵古树的基本情
况，方便我们更好地了解和保护树木。”在安
顺市，市民通过扫描古树名木上挂着的二维
码，即可查看该树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
保护等级和高清图片等信息。

2020年以来，安顺市林业局运用大数据
技术，对古树名木进行电子识别，让所有古
树名木拥有属于自己的“电子户口”，实现管
理保护智慧化。“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普及科学知识，增强大家的保护意识。”安顺
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市1300余株古
树名木已全部挂牌完成。

家住贵阳市观山湖区金元社区的居民李
建国，每天都会到观山湖公园慢跑，公园里
的数字化服务让他十分满意，每每有朋友前
来游玩，他总喜欢给大家推荐介绍。

在公园内，人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手机 APP、触摸屏等渠道了解公园负氧离
子、空气质量、实时客流量等信息，公园还
提供旅游线路导引、设施服务、科普知识推
送等多种服务。李建国感慨地说：“细微之
处，彰显贵阳智慧公园的特色，十分方便。”

线上预约进园、全景 VR 看房、无纸化
合同、手机打卡健身、线上二手交易……如
今的贵州，依托数字技术，绿色消费、绿色
出行、绿色家居等应用场景日益丰富，城市
更宜居、更舒心，绿色生活理念也日益深入
人心。

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是
民生之要、百姓之盼，也是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的事业。用“大数据”守护“大生态”
的生态治理保护创新实践正在黔贵大地遍地
开花，形成了一张强大的生态环境防护网；
数字化、智能化正不断拓宽贵州绿色发展的
路径。守护黔山秀水，共建生态文明，生态
贵州正借力大数据的翅膀，展翅翱翔。

（魏 容参与采写）

题图：近年来，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
坚持“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主攻方
向，紧抓以大数据等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厚植发展优势，搭建发展平台，已建成
数据中心 7 个，形成了全产业链搭建、多种
业态聚集的产业新格局，让实体经济走上

“云端”。图为贵安新区华为云数据中心外景。
邓 刚摄 （人民视觉）

上图：梵净山风光。
铜仁市委宣传部供图

左图：长坡岭国家森林公园内，护林员
用无人机查看林区情况。 魏 容摄

“大数据”守护贵州“大生态”
本报记者 黄 娴

作为中国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国家级、
国际性高端峰会，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今年的主题是“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
化——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近年来，聚焦生
态文明的会议多了起来，中国的“生态热”
全球瞩目。

这份“生态热”，事关中国的转型发展、
前途命运，更与人类文明息息相关。

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怎样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守护绿水青山有 N
种方式，但无论是怎样的答案或方案，其中
有一点，我相信是大多数人都认可的，就是
要充分发挥科技的作用。

近年来，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让保护
生态环境有了更多利器。

日前，据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副
司长蒋火华介绍，中国目前实现了生态环境
监测网络“全覆盖”、数据质量“大提升”、
监测信息“快、实、新”。

数据显示，中国直接组织开展监测的大
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海洋等环境监
测点位达1.1万余个，实现了地级及以上城市
全覆盖、重点流域全覆盖、省市交界全覆

盖、管辖海域全覆盖。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
络初步建成，天上有卫星，空中有无人机，
水里有监测船，地面有走航车，构建起守护
中国绿水青山的“监测天网”。

我们为何要监测环境质量数据？
这些数据的取得，不仅能便于有关部门

更好地了解和掌握中国环境质量的变化情
况，更能在此基础之上分析原因，对污染天
气的出现机理进行研究，最终，可以根据数
据情况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更好地守护大
家身边的绿水青山。

依笔者看来，要让科技在生态环保中发
挥更大作用，理顺人与科技的关系尤为重
要。再先进的科技，能不能为人所用，能不
能用到刀刃上，关键还是要看人的作用。

“科技向善”，我们这几年常听到这样一
个词，说的正是对人与科技关系的一种思
考。在生态保护中，我们要引导科技更多

“向善”，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人与科技
应当是相伴同行的关系，而非人凌驾于科技
之上。

要让科技成为绿水青山的守护者，使用
新技术只是第一步，后续还要有跟踪、有反

馈、有监管。
当今世界，全球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进

入高速化发展的时期，互联网、大数据等技
术方兴未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层
出不穷，如何让这些先进的技术更好地与守
护绿水青山相结合，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

不仅如此，在生态保护上，充分利用科
技的力量，我们还应跳出自己局部的小圈
子，站在全局的角度看问题，更要跳出老旧
的思维定式，避免用新科技泡旧酒，要用新
眼光、使用新技术，解决以前存在和之后可
能出现的难题。

可喜的是，科技不断赋能中国生态环境
保护，越来越多的地方架构起了智能监测网
络，越来越多工作人员将科技手段用于野生
动植物保护，越来越多的绿色建筑用上了节
能新科技……

以自身行动守护绿水青山，中国各地都
在探索，用好科技的力量，方能事半功倍。

生态保护，要用好科技力量
刘发为

生态保护，要用好科技力量
刘发为

▲ 浙江省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以湖泊水质保护为核心，推进污水零直排区建
设，深化科技赋能，通过数字化保护和治理水质，全力发展水上旅游新业态，为创建
世界级旅游度假区提供良好的水生态环境保障。图为蓝天白云映衬下的东钱湖美景。

严 龙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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