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做法与启示 

刘正强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做法 

（一）创新观念在实践中探索 

2014年颁布实施了《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在全国率先出台了《贵州省生态环境损害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

和《贵州省林业生态红线保护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全省生态文明创建进入了法治轨道，各级各部门把生态文明创建

纳入了重要日程，生态文明建设在贵州已成全社会共识，广大人民群众从生态文明创建的优美环境和优质空气中得到了更多实

惠。 

（二）依法开展生态文明创建 

2016 上半年贵州省环境保护厅，公布了第二批环境保护失信“黑名单”，28家环境违法企业受到查处。其中：重大违法企

业11家占39.3% ，实施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企业7家占25% ，实施行政拘留企业9家占32.14% ，实施刑事处罚黑名单企业

1家占3.6% 。根据《贵州省环境保护失信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对被列入黑名单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各级

环保行政机关将采取多种监管措施帮助整改，以法治方式推动了生态文明创建深入开展。 

（三）坚持让人民群众得实惠 

以培育产业为抓手，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与居民收入增长，让广大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创建中得到更多更好的实惠。播州区

花茂村近5年来，以美丽乡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为抓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村民增收，培育发展了红色旅游、乡村旅游、陶瓷

工艺等产业，该村森林覆盖率70% 以上，绿化覆盖率90% 左右，常住人口本村内就业98% 以上，预计2016 上半年，村民非农产

业从业人员占75% 左右、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500元左右，遵义市播州区花茂村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成功实践，得到了习近平总

书记的高度评价。 

（四）深入调研推广先进典型 

2016上半年，遵义市委、市政府先后召开了中部、北部、西部、东部县（区市）工作会，分别听取了生态文明创建与精准

扶贫等工作汇报，深入学习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四个全面”“五位一体”发展战略，总结推广了基层一线在生态文明创建与精

准扶贫中的成功经验。人民日报、中央电台、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对贵州生态文明创建成效和经验，作了全面、

及时、深入、客观的报道，《中国茶叶》今年第6期在头条位置，以题为《贵州茶产业助力精准扶贫的启示》一文，深度报道了

贵州茶产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成效与贡献。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一）把生态文明创建与资源利用更好结合 

当前，一要用好人才资源。要加强人才选用中的制度公开、公平、公正、公信建设，着力解决一些单位人浮于事、效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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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资源浪费、观念滞后，以及调研难、服务难、为民难、改革难等突出问题，充分发挥人才在生态文明创建中的重要作用。 

二要用好信息资源。开展区域性生态文明创建活动，需要国土资源、森林资源、水利资源、交通运输、城镇建设、乡村旅

游、人口分布、各项普查、常规统计、环境保护等信息，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与实施，着力改变一些地方与民生有关信息公开

难的运行方式，提高政府网站的信息量和可读性。 

三要用好空气资源。要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把培育新产业与大气污染治理结合起来，利用空气质量优势加快发展人口老

龄化、乡村旅游业、体育与文化产业、培训与会展产业，力争服务业年均增长13% 以上。 

（二）把生态文明创建与精准扶贫更好结合 

一要大力发展乡村快递产业。加快发展贫困地区快递产业，促进资源开发利用、产品销售和农民增收，力争区域性乡村社

会消费增长12% 以上。 

二要加快发展乡村电商产业。以行政村或村民小组建“农村淘宝”为抓手，加快发展贵州农村电商产业，提高贵州优质茶

叶、猪肉、牛肉、山羊肉等生态产品网上销售率，力争新增就业人数增长3.5% 以上，网上零售额增长25%以上，让贵州的生态

蔬菜、生态腊肉、优质中药材等特色生态产品走向全球。 

三要建立党政机关精准扶贫负面清单制度。为把新发展理念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到实处，县以上党政机关在精准扶

贫中，当建立有针对性的精准扶贫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强党政机关精准扶贫工作规划、年度计划、年度报告、实施方案、帮

扶目标、主体责任、帮扶措施、任务分解、定期通报、奖惩办法、责任追究、科技投入、资金投入、文化投入等信息不公开的

问责，切实提高精准扶贫的经济社会效益和群众满意率。 

（三）把生态文明创建与产业培育更好结合 

一方面，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使贵州青山常在碧水长流，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着

力发展大健康产业、老龄休闲养生产业、观光旅游产业、教育文化培训产业、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力争全省非农从业人

员占60% 以上，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 D P 的比重65% 以上。 

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空气优良、气候宜人的资源优势，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园区、工业园区和新型城镇化，以中药材基地

和产业园区、茶叶基地和产业园区、方竹基地和产业园区、金银花基地和产业园区、魔芋基地和产业园区、优质蔬菜水果基地、

林下经济产业等为抓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力争园区与基地从业人员占乡村从业50% 以上。 

（四）把生态文明创建与先进文化更好结合 

一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引导。以创新的观念和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

衰则文明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认识建设生态文明是一种生产关系

的变革，必定带来生产与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调整，充分认识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对干净水质、绿色食品、清新空气、优美环境等生态建设的迫切要求。 

二要以先进文化引导公众。总结推广贵州六盘水市2016年举办国际马拉松赛的创新做法，把体育赛事与旅游产业、资源推

介、民族文化、人口素质提升结合起来，加强乡镇和村级文化与健身广场、图书室、电影院等文化设施建设，由驻村第一书记

牵头，挖掘整理本村人文历史、家谱文化、勤劳致富、特色产业、优秀人才、旅游景区、名胜古迹、村容村貌等优秀文化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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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先进文化引导村民，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生存

空间绿色化；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发展方式绿色化；坚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现生态环境绿色化；坚持凝聚生态

共识和行动，实现生活方式绿色化。 

三要抓好乡镇和村志的编写工作。结合区域性生态文明创建实际，从乡镇或村居地理位置、交通运输、人口分布、森林资

源、土地资源、水利资源、经济发展、历史沿革、特色产业、人文历史、乡村人才、教育文化、医疗卫生、旅游景区、名胜古

迹、美丽乡村等方面，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收集、整理、编写乡镇和村志，加强政府引导和资金、人力、科技等方面的支持，着

力以地方志的文化方式，反映最基层、最真实、最普通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引导和鼓励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主动参与精准

扶贫社会工程。与此同时，丰富乡村旅游文化内涵，为不断增强贵州旅游产业的竞争力，开发乡村旅游新产品，提供优质的文

化底蕴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支撑。 

（作者单位：遵义市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