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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 

有力支撑贵州省后发赶超的嬗变进程 

陈正源
1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省高度重视生态保护、修复和治理工作，始终把培育、扩大绿水青山作为执政的重要目标，

向世人呈现了我省独有的不断向好、不断优化的秀美山川。去年省委十二次党代会提出了“大生态”战略，与“大

数据、大扶贫”共同组成了支撑我省后发赶超的“三大战略行动”。大生态与每一个人思想和行为息息相关，与每

一个人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与每一个人的现在和未来息息相关。不仅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国家战略，而且事关

所有的行业和地区，所有的民族和国家。 

我省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在原来“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的基础上，又把区域发展战略向前推进了一步，站位更高、

方向更准、目标更明。大生态战略等一系列与时俱进的方针政策，不仅贯彻了中央精神、体现了时代要求，而且符合了贵州实

际，使我们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不同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道路，在西部地区基本实现了“赶超进位”的历

史性跨越。 

我们要坚定不移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持续夯实再造秀美山川、如期建成“公园省”的坚强物质基础。在全国发展图景中，

我省长期居于不利地位，世易时移，抢抓发展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后发赶超，是我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嬉

变过程，实施好大生态战略行动，与时俱进精准发力，我省将迎来区域发展史上的光明前景。 

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要真正理解“大生态”的要义。一是要在全社会普及生态理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让人们深刻

认识到人与自然命运与共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法则。恩格斯曾经深刻指出：人类对自然的每一次疯狂掠夺，都无一例

外地遭到了自然界相应的惩罚。要通过持续不断、到边到底的宣传教育，让人们认识到保护热爱自然与保护热爱人类自身是相

一致的。通过普及生态理念，筑牢生态文明的意识基础。 

二是要把生态长板做实。生态是物质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没有量的积累，没有质的提高，没有优的品格，没有强

的力道，我们的生态就谈不上一个“大”字。做实生态长板，就是要把生态做好、做大、做优、做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贯

彻落实好省委省政府关于生态建设的系列决策部署。 

三是要用大思路大项目做生态。要在生态成长过程中充分植入人力干预，搭建更多平台，引入更多主体，整合各方资金，

形成有力机制，不仅要从量的方面加快生态做大进程，同时要从质的方面加快生态优化进程。落实大生态的系列决策部署，也

可以实行“一票否决”。要像早年逆向干预人口增长一样，以同样的力道、同样的阵势、同样的规格，反过来顺向干预生态的

成长，助推大生态基础力量的形成。 

四是要用大生态惠及民生。十余年来，我们持续重视绿水青山，但绿水青山不仅仅是政绩。大力保护、巩固和发展生态，

不是为了“增绿”而“增绿”、为了“美丽”而“美丽”。生态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群众从生态发展中获得安身立命的

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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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人民的获得感大部分来自于生态。不仅是餐桌上的美食、居所里的用品、生活中的花销以及人民的积蓄增加要来源于

生态，甚至人民群众的其他一切衣食住行、社会福利、幸福生活，未来发展之需等等，一切关乎人民利益和人民获得感的体现，

都要大部分来自于生态。 

六是要有全方位的良好生态。不仅要有良好的自然生态，还要有良好的社会生态、政治生态和人文生态。遵循政治伦理、

上下级之间平等相待、对人待物客观公正，了解问题不偏听偏信等，也是良好生态的必然要义。 

经过多年持续不断、一以贯之的努力，特别是 2010年我省提出“主基调主战略”以来，我们矢志不渝，一张蓝图绘到底，

我省的生态存量不断扩张，生态优势逐渐彰显。 

一是森林覆盖率已经位居全国前列。2017 年，我省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56%,在全国内陆 31 个省级单位中，位居第八位，除

了与福建、江西两省差距较大之外（在十个点左右），与第三到第七位的省份差距不是很大。同时，自从 2014 年以来“绿色贵

州三年行动计划”实施的完成，已经植下了我省森林覆盖率持续增长的基因。 

二是可供建设的地域空间广泛。长期以来，我省农村人口比重大，一家一户的农村广大居民分散居住，农村建设用地超过

500多万亩，面积广泛。城镇化的扩张，使人口不断集中，可以腾出广大的农村建设用地用于城镇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我省目

前建设用地率总体上不到 4%,与中部地区以及全国整体水平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可用于开发建设的国土空间存量相对盈余，生产、

生活、生态三个维度的空间柔韧度相对较好。 

三是夏秋季的凉爽气候成为贵州一绝。在人类进入旅游消费时代的今天，我省的自然气候俨然成为了天然“大空调”。中

国凉都、爽爽贵阳、凉凉习水、草海威宁，以及豪迈激情的娄山雄关、小家碧玉的荔波胜景、大家闺秀的黄果树瀑布等，都是

盛夏、酷暑、秋老虎时节，难得的避暑胜地和消夏天堂。从清明节到国庆节，贵州长达半年多的最适宜人居气候，已经成为了

贵州的极佳后发优势，潜藏了巨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四是生物多样性形成了完整生态链。山地地形、海拔落差、季风区域、立体气候等，形成了我省丰富多彩、绚丽灿烂的生

物多样性，我省野生动植物物种丰富，珍稀动植物种类相对较多，生态系统完整，是全球具有国际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 

五是山地特色农业逐渐转化为经济优势。建立在现代物流基础上的山地特色农业，已经成为了我省发展的重要增长点，“黔

货出山”蔚然成风。现代物流，让我们跨越了“三、四十年代上海穷人天天吃大闸蟹”的卡夫丁峡谷。县乡村三级普遍的电商

平台告诉我们，我省特色农产品进入域外广大消费视野的星星之火，早已开启了顺势蔓延模式，已经成为了燎原之势。 

六是生态旅游已经成为发展的重要支柱。贵州处处九寨沟、贵州遍地蝴蝶泉。随着大交通的推进和西南陆路交通枢纽的形

成，我省优美的自然资源不再沉睡深闺，旅游业已经呈现爆发式增长，旅游总收入已经超越了老牌旅游大省云南，已经成为我

省国民收入的巨大支柱。贵州旅游在全国旅游事业图谱上煜煜生辉。 

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必须抓住几个关键点予以推进。一是继续夯实大生态的关键基础。特别是要稳步提高森林覆盖率，

全省要稳定了 60%左右，局部地区要像黎平、锦屏等区域一样，上升到 70%左右，甚至要像赤水一样，上升到 80%左右。要高度

重视调整树种、林木结构，优化绿色构成，提高生态效益。 

二是提高绿色经济比重。要培养绿色消费行为，特别是要让贵州这方土地上的广大人民，由“农耕民族”转变为“瓜果民

族”。到目前为止，我省生态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量的积累，已经进入了边投入边开发的阶段。要高度重视林业空间拓展，大

幅增加林业产值。在静态水平下，林业增加值要由现在的 133个亿增加到 1000个亿以上的水平，也就是说，林业产值要向农业

产值看齐。确保未来林业收益能够追赶、甚至超越农业，使林业在一产中的占比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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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围绕生态优势提高工业化实现程度。要摒弃发展工业与生态保护之间的“零和”思维，充分挖掘我省生态经济和绿色

发展的“赤水经验”，围绕生态资源和生态建设推进我省工业化进程，切实走出一条具有贵州特点、充满绿色经济成分的新型

工业化道路。 

四是大力增加生态就业。就业是最根本的民生，大量农业劳动力要“改行”进入林业，不仅要把当前近 1000万“农业劳动

力”陆续转变为“林业劳动力”、更要把“农业农民”转变为林业工人。近年来，我们实施生态扶贫工程，增加了五万护林员

就业岗位，这一领域可以扩充、上升到五十万，要大力增加林业就业和绿色产业就业。从宏观上看，如果建立合理转化机制和

疏导机制，这一项就能消化我省剩下的贫困人口。 

近几年来，我省高举“发展、团结、奋斗”的旗帜，坚持“干部要干”、凝心聚力，积极构筑“精神高地”，以“人一之

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拼搏劲头，一张蓝图绘到底。我们持续以“两加一推”为统领、“三化同步”为驱动、“五个一百”

为抓手、“黔货出山”为支撑、“弯道取直”为路径、“同步小康”为目标、“后发赶超”为方向，实现了“量的积累、质的

提高、技的创新、篱的突破”，综合实力显著提升，省级国民收入进入了全国“万亿”俱乐部。只要我们继续走好“大生态”

战略行动等发展道路，我省不仅能够决胜脱贫攻坚实现同步小康，而且能够创建多彩贵州新未来，“后发赶超”和“云贵胜江

南”的预见并不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