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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200万人，迁出贫困移向幸福

脱贫与生态保护双赢
本报记者 吴秉泽

今天，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3 年
年会将在贵阳举行。

五年前，生态文明贵阳会议进入大众视
野；如今，经国家批准升格为生态文明贵阳
国际论坛，成为继博鳌亚洲论坛之后又一个
得到中国政府支持、国内唯一以生态文明为
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论坛。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秘书长章新胜
说，举办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意味着我
们有机会占领绿色发展的制高点，参与世界
潮流的引领，也必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
更为积极的影响。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将站在更高的
起点引领着可持续的绿色变革与转型。

绿色责任

2009 年 8 月，首届生态文明贵阳会议拉
开帷幕，锁定“发展绿色经济，我们的共同责
任”。会议发表的《贵阳共识》指出，生态文明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大力发展绿
色经济，既是摆脱目前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
也是实现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此后每年的会议，都会形成一个贵阳共
识，逐次将生态文明理念提升到新高度。

以“绿色发展——我们在行动”为主题
的 2010 年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强调，不仅把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理念，而且要作为一种行
动指南，把科学的、生态的、绿色的发展理
念、发展模式转变为实际行动。

以“通向生态文明的绿色变革——机遇
和挑战”为主题的 2011 年生态文明贵阳会
议认为，应始终坚持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经
济社会发展，推动新型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

设互动双赢。
以“全球变局下的绿色转型和包容性增

长”为主题的2012年生态文明贵阳会议提出，
把绿色转型作为促进增长的首要选择；把绿色
理念深化融入社会生产、生活各环节⋯⋯

2009 年的“责任”，2010 年的“行动”，
2011 年的“变革”，2012 年的“转型”，生态文
明贵阳会议与时俱进的探讨，牵动了全球绿
色发展路径探索的神经。

五年征程，“贵阳共识”的连续五次发
表，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引领了什么？

站在贵州看生态文明会议，这是多彩贵
州迈向生态文明的最好注脚。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
玉庆认为，生态文明贵阳会议聚合了高层的智
力优势和贵阳市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和实践，
既是思想交流的盛宴，更是贵州实践的结晶。

站在全国看生态文明会议，这是建设美
丽中国的宝贵平台。

致力于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并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如
今已逐渐成为政府、企业、专家、学者、民众
等多方共同参与，共建共享生态文明的长期
性、制度性平台。

站在世界看生态文明会议，这是对全球
生态文明浩荡大潮的有力回应。

2012年生态文明贵阳会议与会者一致认
为，贵阳会议是全球率先回应“里约＋20”峰会
精神与成果的首个绿色发展千人大会，充分展
现了中国对世界发展潮流的回应和引领。

绿色倡导

五年前，贵州没有过硬的经济基础，却

担当起生态文明贵阳会议这一重要平台的
缔造。在建设“美丽中国”、实践“生态文明”
的道路上，贵州是“起得早”、“走得快”的省
份之一。10年前，“处在全球十大污染城市”
和全国三个酸雨污染最严重城市之列的贵
阳，今天已是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

“爽爽的”中国避暑之都。贵州森林覆盖率
2012 年达到 42.5%，每年递增 1 个百分点。

“绿”，是贵州最能拿出手的家乡名片之一。
绿色“蔓延”，不断扩大着生态文明区域实践。
从 1988 年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

人口控制”试验区建立至今，毕节试验区实
现了综合经济实力从贵州省排名末位到稳
居第三的飞跃，生态环境从不断恶化到明显
改善。正是毕节试验区等生态建设多重效
应的示范，主导着贵州今天理性发展的生态
文明理念，在贵州越来越广泛的可持续发展
区域实践中迅速蔓延。

如今，贵州生态文明建设集聚发展的“大
手笔”，由点及面践行着生态文明会议“我们
在行动”的理念。2013年起将集中建设“5个
100工程”，即100个产业园区，100个现代高
效农业示范园区，100 个示范小城镇，100 个
城市综合体，100 个旅游景区，整合资源，延
长产业链，汇聚合力，促进集聚集约发展，让
贵州既有青山绿水，又有金山银水。

绿色转身，不断深化着会议的经济转型
升级诉求。

生态文明贵阳会议提出，生态文明形态
追求有效的经济增长，本质要求是高效低
耗、无毒无害、互利共生。贵州积极开展资
源深度利用，通过清洁生产吃掉“三废”，变
废为宝。靠煤炭资源起家的江南煤海六盘
水，正全力打造一批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届
时“进园是煤炭，出园全是产品”。

绿色家园，不断实现着会议的“无形”
倡导。

每年植一棵树，收集雨水浇灌花木，分
类回收垃圾，家里安节能灯，贵阳市民纷纷
响应着生态文明会议的倡导，生态文化渗透
城市建筑、市民行为、城市精神等方方面面。

绿色变革

2013 年 7 月 19 日至 21 日，生态文明贵
阳国际论坛将再次奏响绿色变革与转型的
强音。绿色发展，成为此次会议最“亮”的
关键词。“人类其实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转
型，将从褐色经济进入绿色经济。”章新胜
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回应的就是这
一转型。

办好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
这又是一篇波澜壮阔、书写辉煌的大文章，与前
面的四篇文章相比，更是跨越发展的新机遇。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3 年年会特
别设置了对话活动，贵州将向远隔万里的瑞
士“取经”，借鉴发展山地经济的“绿色经
验”。学者和专家们还将针对当前生态环境
建设和修复及保护、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及使
用等话题展开“论剑”。

6 月 30 日，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
专家、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贵阳接受 10 余家
中央及贵州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生态环境
方面的努力，必须依赖许多国家甚至是人类
社会共同来完成。希望中国和美国一起努
力，一起合作，所有的国家一同分享生态文
明发展成果。

“生态文明建设本身就是有东方特色
的。”章新胜说，中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参与关
注产业的、区域的、全球的重要议事日程的
设置，也要进而逐步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的
制定。在这条绿色发展道路上，生态文明贵
阳国际论坛如何争锋，令人遐想；如何引领，
让人期待。

压题照片：贵阳标志建筑甲秀楼

9 年，200 万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贵
州最为浩大的移民工程。

为了实现农民脱贫和生态环境保护“双
赢”，从 2012年起，贵州计划用 9年的时间将
全省 200 万贫困群众从不具备基本生活条
件的深山、石山和石漠化严重地区搬出，迁
入小城镇和工业园区。如今，一条解决民生
与生态问题的双赢之路初现端倪。

扶贫开发是最大的民生

按照国家 2300 元的扶贫标准，贵州共
有农村贫困人口 1149 万人，占全省农村户
籍人口的 33.4%，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在
深山区、石山区和石漠化严重地区。由于不
具备“就地扶贫”的条件，这些地区要想脱
贫，搬迁是直接有效的途径。而几百万人的
搬迁，则是贵州前所未有的大工程。

在 2012 年 2 月 15 日的《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
干意见》新闻发布会上，时任贵州省委副书
记、省长赵克志说，“从今年要启动实施扶贫
生态移民工程，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我们一
共安排了 12 亿资金，首期搬迁 10 万人。这
次搬迁要由农村搬到小城镇，搬到各类园

区。扶贫开发是贵州最大的民生。”
民生是沉甸甸的责任，生态移民搬迁工

作有序进行。目前，贵州全省 2012 年计划
的 180 个安置点已全部动工，总投资 18.11
亿元，当年计划实施的 10.13 万扶贫生态移
民的安置住房主体建设如期完成。2013
年，全省还将继续建设扶贫生态移民住房
3600多套、搬迁 15万人。

扶贫生态两不误

群山连绵、容易遭受地质灾害的村子要
搬迁，山高谷深、饮水困难的村民也要搬迁，
可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迁出的土地全让政府
掏钱，政府也掏不起。由村入镇，生活品质
是提高了，就业怎么办？

贵州省扶贫生态移民工程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付贵林说，生态移民工程坚持“农民自
愿、先易后难、突出重点、鼓励探索”4 条基本
原则，鼓励探索移民安置新途径、新方式。

先说地。湄潭、松桃等地区对进城入镇
的搬迁户，保留原有土地承包权、林木收益
权和自留山使用权，鼓励依法、有偿流转，并
优先安排劳务培训、产业扶持等优惠政策。

再说就业保障。丹寨县建设移民创业

园安置移民，打造“居中有商，商中有居”的
特色移民新区，让移民在家门口就能安居就
业；台江县依托民族文化旅游业安置移民，
移民依靠传统的刺绣、银饰加工技艺，走上
了致富路⋯⋯

贵州规定，搬迁进城的移民与城镇居民
享有同等的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险、失业
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等社会保障
政策；自主创业的移民可享受各种创业优惠
政策，申请小额担保贷款由财政全额贴息。

搬迁“搬”出好日子

有专家感慨地说，生态移民扶贫工程，
迁走的是贫困，移来的是幸福。通过努力，
贵州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创新型生态移民安
置模式。

搬迁“搬”出安居乐业梦。
铜仁市思南县胡家湾乡江丰村，对 40

多户群众进行移民搬迁和集中安置时，不仅
建成“三通一平”工程，而且足额向每户发放
5000 元的专项补助资金，保证移民们住进
宽敞、整洁、美观的新家。

搬迁“搬”出致富路。
丹寨县扬武乡金钟开发区移民小区的

排倒莫蜡染专业合作社蜡染作坊里，苗族姑
娘们正用蜡刀点蜡花，一幅幅精巧的花鸟蜡
花图旋即成型。合作社社长杨芳是扬武乡
第一批从深山区迁出的苗族移民，2004 年
搬至开发区后，办起了排倒莫蜡染专业合作
社，带动了 500 名搬迁移民就业。目前，合
作社年收入达 60多万元。

搬迁“搬”出集镇新景象。
思南县东华乡街道是思南县第一个实

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项目的乡镇，共需搬迁
90 户农户共 440 人。东华乡将群众集中搬
迁至街道，如今，每到赶集天，张家寨镇的移
民街就是一派繁荣景象。在贵州扶贫生态
移民的过程中，尤其注重移民城镇功能的完
善和品位的提升，形成了文化、教育、医疗、
体育、购物、娱乐等完备的综合服务体系；打
造河堤景观、美化内部环境；不断加强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让广大群众切实享受到
了如现代城市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生态移民扶贫不是孤立的工程，不能
仅是为了搬迁而搬迁。”贵州省将生态移民
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旅游等特色小
城镇、农村危房改造以及基础设施向下延伸
结合起来，把生态移民工程纳入工业化、城
镇化的具体进程中，真正让移民“搬得出、留
得住、能就业、有保障”。

贵州位于中国西南地区东南部、云贵高

原东部，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发育最典型的

地区之一，是景色迷人的“大公园”、气候凉爽

的“大空调”、资源丰富的“大宝库”、民族团结

的“大家庭”。

多彩贵州

多样美丽

绿色发展从理念走向现实绿色发展从理念走向现实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回眸与展望回眸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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