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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个维度领会多彩贵州新未来的内涵

张永健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系统描绘了“多彩贵州新未来”的宏伟蓝图，深刻把握“多彩贵州新未来”的丰富内涵，足以令人感受

到贵州未来发展的自信、自觉与自强。

一、自信：发展成绩厚积贵州更足的底气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贵州的高度关切和支持下，贵州发展日新月异。省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用“七句话”

从思想、经济、扶贫、改革、生态、文化、党建等全面梳理过去五年发展旳成绩，我们感受到足够自信的底气：经济发展年均

增速 11.6，连续五年增速位列全国前三位，率先在西部地区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9 个市（州）实现通航机场全覆盖，贵州桥

梁总数已达 17000 多座，几乎包揽当今世界全部桥型，涵盖世界挢梁设计理念和建筑技术，堪称世界“桥梁博物馆”，建成世

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过去，贵州被“不沿江、不沿边、不沿海”的地理区位长期压抑，习惯性地被视为封闭落后的“内陆省”，改革开放似乎

和贵州很少扯得上关系，即便有也大多是贵州在后面不断跟着其他省市在紧追猛赶。而今，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列举的“贵

州样板”却无疑宣告，贵州在全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中，不仅不甘落后，奋发有为，而且敢闯敢为、先行先试，以“国家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国际山地旅游试验区”等改革创新为全国不断探索一

个个样板。六盘水“三变”改革经验被吸收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为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

供参考；安顺“塘约经验”成为全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背景下落后地区脱贫的样板；“数博会”“生态文明贵阳国际会议”“酒

博会”“民博会”“茶博会”“贵洽会”等有影响力的重要活动已经让贵州对外开放的格局更加拓展，特别是不久前在贵阳召

开的“中国—菲律宾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一次会议”，更是把贵州推向世界，贵州成为“中国一东盟”的重要平台。

取得如此成绩，诚如党代会总结：最根本的是“三个得益于”“三个结果”，正是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科学引领、关怀厚

爱和历届省委接力奋进与全省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共推发展，贵州敢为天下先的改革活力在不断迸发，新的区位优势新的开放姿

态在日益呈现，贵州正迈开赶超的步伐诠释着发展的底气与自信。

二、自觉：发展目标彰显开创多彩贵州新未来的理性

面向未来，贵州处于“三个时期”“四个时代”，在摆脱贫困的攻坚期、改革开放的窗口期、同步小康的关键期，进入高

速交通时代、大数据时代、大众旅游时代、生态文明新时代，贵州自然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自然大有可为。奋力开创

百姓富、生态美旳多彩贵州新未来。这是贵州省委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和洽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贵州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作出旳精准谋划和自觉的理性认

识。

“百姓富、生态美”，言简意赅，内涵丰富。近些年来，在党中央高度关注和关心支持下，贵州坚持科学发展，坚守发展

与生态两条底线，因势利导发展大数据、大旅游、大生态等优势产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弯道取直、后发赶超。过去些年，“多

彩贵州”逐渐成为享誉全国乃至全球的响亮名片，“多彩贵州”展现给人们的是贵州山美、水美、人美、多彩民族风旳基本内

涵。在此基础上，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进一步提出，“奋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虽然仅仅是在“多彩贵州

新未来”前冠以 6个字的限定词，但“百姓富”“生态美”与“多彩贵州”之间却有着更深层次的丰富内涵，值得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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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具有辩证而系统的新内涵。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强调，开创多彩贵州新未来，最根

本的目标是，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提出的“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的要求。百姓富则贵州富，生态美则贵州美。百姓

富，核心指向是追求物质富、精神富；生态美，核心指向是彰显自然美、人文美，让贵州山水“颜值”更高，让贵州大地“气

质”更佳。从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来说，多彩贵州至少包含两个最核心的维度“富”和“美”。换句话说，“富”与“美”赋予

了“多彩贵州”新的内涵。从局部而言，“百姓富”又包含“物质”与“精神”两个重要方面，既要让老百姓享有更稳定的工

作、更满意的收入、更舒适旳居住条件、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旳卫生与健康服务，又要让老百姓享受更好的教育、更

丰富的文化生活，拥有更多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美”亦包含“颜值”与“气质”两个方面，既要山更绿、水更清、天

更蓝、地更洁，让多彩贵州的自然颜值持续靓丽，又要让人们的生活方式更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社会生产方式更符合绿色要求，

城乡生态价值更多惠及人民，让自然与人文美美与共，让多彩贵州的气质更加高贵。“百姓富”“生态美”作为两大内核统一

于“多彩贵州新未来”这个系统之中，相辅相成、进一步拓展了“多彩贵州”的丰富内涵。

三、自强：人文精神激活多彩贵州新未来的内生动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旳贵州人文精神凝聚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合力，这是贵州从自信、

自觉走向自强的必然要求。我们倡导的“天人合一”既是世界观又是辩证法，“知行合一”既是道德观又是方法论。“天人合

一、知行合一”的贵州人文精神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贵州自强不息的行动先导。

“天人合一”强调的是生态文明理念、“绿色”发展理念。长期以来，贵州省委倡导“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既

要余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等发展理念，无疑就是“天人合一”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为“多彩

贵州”注入了更多的“绿色”理念。在“天人合一”人文精神引领下的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可谓先行先试，充分借助自身的气

候、自然环境等比较优势。五年来，贵州创建了 11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56个国家级生态乡镇、8个国家级生态村，生态文明

建设在贵州可谓遍地开花、春色满园。为此，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把“大生态”提升为全省战略行动，与“大扶贫、大数据”并

列为“三大战略行动”自然是顺势而为、水到渠成之事。

“知行合一”旳人文精神在贵州这块土地上更具有坚实的历史文化根基，这是贵州宝贵的文化财富和精神给养。从文化层

面来说，“知行合一”是阳明先生留给贵州的“文化金矿”，需要我们不断发掘。从实践层面而言，“知行合一”更是发展理

念与发展实践的有机结合。回顾贵州发展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深刻把握当代贵州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我们获得一种“真知”，

那就是今天的贵州，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得到中央和省委的高度关注和支持，今天的贵州，比以往任何时期的发展形势都

更加急迫。因为“真知”，贵州具备了理念自信条件。因为“真知”，贵州更有了“真行”的现实推进。从“弯道超车”到“弯

道取直”的路径抉择，从“生态文明建设”到“全国生态文明试验区”，再到“大数据创新试验区”等等重大决策，都是贵州

在“知行合一”人文精神引领下找准的历史方位和发展定位。

实现贵州未来五年发展的主要目标，无论是实施“三大战略行动”也好，还是推进“七大主要任务”也罢，无疑都取决于

各级党委政府的战斗力和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凝聚力，这可以归结为理念的先导和精神的塑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创多彩

贵州新未来，更需要做强做大“精神富”“人文美”的文化内涵。倡导“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贵州人文精神，既准确表达

了我们后发赶超旳发展理念先导，又生动反映了我们冲出经济洼地，打造精神高地的气魄，这是难能可贵的发展&信、自觉与自

强。有了这样的人文精神支撑，相信“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不再是诗意般的描绘，而会在整个贵州后发赶超的征程中成

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