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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斐然 

赖并诚 刘兆元 

地处中国西南腹地的贵州由于长期发展滞后，千山阻隔，鲜为人知。“欠发达、欠开发”曾一度是这块土地的代名词。然

而，近年来，我省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用生态文明理念引领“三农”向纵深推进，在实现科学发展、后发赶超

的进程中，交出了一份又一份令人瞩目的“成绩单”。 

  后发省份必须赢在绿色崛起 

我省既不沿边也不沿海，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传统的生产方式。由于改革开放的程度不深、力度不够，但也让贵州在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保留了多彩的民族文化和真山真水。2007 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我省遇到的第一个机

遇。省委、省政府清醒地意识到，后发省份的崛起，必须赢在“下一步”，要绿色崛起，而不能再走先发展、先污染、后治理

的老路。 

作为我省省会所在地的贵阳市成为了贵州绿色崛起计划的第一块试验田。 

2007 年 12 月 29 日，贵阳市委八届四次全会通过关于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决定，围绕“生态环境良好、生态产业发达、文

化特色鲜明、生态观念浓厚、市民和谐幸福、政府廉洁高效”的目标，谱写生态文明的“贵阳样本”。 

2008年 10月，贵阳市在全国率先发布“生态文明城市指标体系”，从 6个方面分 33项指标，分解落实任务到责任部门。 

2009 年，市委八届八次全会通过关于纵深推进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制定了提升生态经济发展质量等措施。同一

年，环境保护部正式批准贵阳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 

2012年 12月，国家发改委批复实施《贵阳建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城市规划（2012一 2020年）》，要求贵阳在生态文明建

设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先行先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到 2020年建成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城市，为全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

挥示范作用。 

  顶层设计，绿色生态是底线 

从 2009年开始，我省从点上寻求突破，开始了生态文明顶层设计的步伐。 

为切实加强全省重点流域环境保护工作，探索流域污染补偿制度，省政府决定在乌江（含乌江上游三岔河、红枫湖和乌江

干流）、玩水（含清水江、舞阳河、松桃河）、都柳江、牛栏江一横江（含草海）、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赤水河等 8 大

水系实施环境保护河长制。 

此后，以贵阳市为试点，成立了贵阳市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并探索成立了其下属的生态文明建设局，将环境保护局、市

林业绿化局、文明办、发改局、经信局、住建局、城管局、水利局等部门涉及生态文明的相关职责划转整合，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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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省出台了并大力实施了绿色贵州建设 3 年行动计划、林业产业 3 年倍增计划、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建设 3 年行动计

划和大气、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还出台了全国首部省级生态文明建设地方性法规，在赤水河、乌江流域开展了 12项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试点等。 

2014 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对林业生态工作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先后启动了贵州省森林保护“六个严禁”执法

专项行动和贵州省县乡村造林绿化工作，划定了包括林地保有量、森林保有量和湿地保有量等在内的九条林业生态红线和 9206

万亩的红线管控区域。全省生态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森林面积达到 1.295亿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49%，为构筑“两江”上游

生态安全屏障、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巧年来，贵州造林面积达 3600万亩。河长制生态补偿机制

双管齐下，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省主要河流水质良好，清澈见底；贵阳公交车以 LNG 清洁能源替代了传统的汽油，贵阳市

公交车数十年的“黑尾气”历史就此终结；全省 9个中心城市空气质量天天优良，88县 66个空气质量得满分；全省国家湿地公

园数量从原有的 30个增至 36个…… 

因为生态保护举措有力，2014 年 6 月，馈州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获批，成为全国第二个以省为单位建设

的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也是第一批全境列人国家级示范建设的 4个省份之一。 

  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追求平衡 

已进人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城市建设关键期的贵州，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产业发展处于产业链前端、价值链低端等问题依然

突出，总体经济实力仍然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主导产业竞争力较弱、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等问题明显。 

为了在生态和发展两者之间追求平衡，从 2010年开始，我省的产业发展路径设计都与“绿”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工业化被

界定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被界定为“新型城镇化”。 

在急需加快发展的扶贫开发中，却依旧承载了“绿色”的考量。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的重点乡德江县沙溪乡，赖以脱贫的 5

大项目即烤烟、天麻、茶叶、核桃和山羊养殖，全部是绿色的。 

我省是低纬度、中海拔、寡日照的优质茶区。近十年来，全省的茶园面积从原有的 283 万亩到如今突破 700 万亩，成为全

国绿茶第一大省。茶的发展路径从中国茶叶的贵州原料、贵州制造、贵州创造到贵州品牌，真真实实地有了坚实的基础和长足

的进步，成就了“贵州绿茶秀甲天下”，和“世界绿茶看中国，中国绿茶向黔看”等美誉。 

此外，大力开发沼气、太阳能、风能、小水电，发展推广天然气、液化石油气、页岩气，改善农村能源节后，推广农村节

能技术，帮助农民寻求替代能源，让农民的生活也变得更加环保、生态。 

与此同时，还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发展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五大新兴产业。这一次，试点又选在了贵阳。 

2013 年 9 月 8 日中关村贵阳科技园挂牌成立、实施京筑创新驱动区域合作以来，贵阳就将大数据产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提

质转型的主攻方向全力推进。至此，贵阳以大数据产业为引领实现经济“洼地”绿色崛起的探索实践就不断推进、从未停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着眼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方式，不仅使产业发展质量更好、层次更高、前景更明，也使得世界看到了一个更负责任的贵州。

而贵州也一直致力于传递更明确的生态文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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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我省发起“生态文明贵阳会议”，邀请政要、企业、专家学者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探索和经验

交流重要平台，成为跨领域、跨国界合作的重要桥梁以及展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 

2013 年 1 月，原“生态文明贵阳会议”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升格为国内唯一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论坛，定名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5年坚实走来，论坛主题不断深人，议题日益宽泛，形式越显丰富，合作更加广泛，成为反响强烈的非官方、非营利、专业

性、战略性国际平台。贵州，中国最新的生态文明发展成就，在这里呈现，全球最前沿的绿色发展理念和经验，从这里吞吐。 

正是因为在制度创新、路径探索和理念传递上的引领地位，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秘书长章新胜在谈到贵州生态文明实践

和论坛本身的价值时，认为其“具有国际意义”：一是广泛传播了生态文明理念，二是有力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三是搭

建了全球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今年 5月 27日，中国环境保护部和环境署当天在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共同发布椽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

战略与行珊报告。这份报告的牵头人盛馥来表示：“生态文明听上去‘高大上’，其实质是一种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生活方式，

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比如在中国一些偏远地区，通过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可以帮助当地老百姓改善生态环境，进而消除贫

困，提高生活质量。” 

与报告的主题相适应的，我省的青山确实已经转变成了金山。由国家统计局陆续发布的 31省区市 GDP数据显示，贵州连续

多年 GDP增速跑进全国三甲。 

我省的“绿色崛起”实践证明，只要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和路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就可“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兼得”。

作为中国西南欠发达省份绿色发展的案例，中国也以此给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的世界，传递出了最美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