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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绿色引领

突围“乡村贵州”

贵州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可用
来承载产业和人口的平地很少，土地资源十
分稀缺。与全国相比，贵州的城镇化率仅有
35%，低于全国 15 个百分点，仍是“城市中
国”的“乡村贵州”，诸多因素使过去的高原
山区在城镇化发展中举步维艰。

对此，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赵克志一语破的：“贵州欠发达，表现在农
村，根子在城市，根本出路在城镇化。”贵州
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敏尔说，加快贵州城镇
化进程，差距在小城镇，潜力也在小城镇。
要通过小城镇这个大平台来实现城乡统筹、
解决“三农”问题。

2012 年初，国务院出台的支持贵州经
济社会发展的国发 2 号文件提出：推进城镇
化进程，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的格局。贵州省委、省政府将城镇化作为促
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大力实
施城镇化带动战略，促进“乡村贵州”向“城
市贵州”转变，从而实现贵州高原山区的跨
越发展。

贵州明确了小城镇后发赶超的“时间
表”和“路线图”。

贵州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
城镇化过程，实现绿色引领,将小城镇建设
纳入“5 个 100 工程”，提出到 2015 年建成
100 个特色小城镇。突围“乡村贵州”的进
军号角已然奏响，100 个示范小城镇建设正
紧锣密鼓地在贵州各地展开。

依山就势

彰显地域特色

蓝图已经绘就，建设正当其时。全省上
下，一片建设小城镇的热潮正随之兴起。结
合山的优势，贵州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因时
而动，走特色山区小城镇道路。

陈敏尔说：“贵州与平原地区小城镇建
设相比，我们要从山区城镇的特殊性和山地
特有的自然条件入手，深入研究和把握城镇
发展与山地生态系统的关系，在小城镇规划
和建设中因山制宜、依山就势，切实保护贵
州的青山绿水。”

依山就势，贵州小城镇建设不“摊大饼”，
追求“小而精、小而美、小而富、小而特”，宜工
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贸则贸、宜游则
游，注重特色发展，彰显自然景观、建筑风格、
民族风情和文化品位特色。

以玉屏大龙镇为代表的交通枢纽型城
镇着力发展物流仓储业；以台江县施洞镇为
代表的旅游景观型城镇发展民族工艺品加
工，兴办乡村旅舍；以仁怀市茅台镇为代表
的绿色产业型城镇打造世界知名的绿色小
城镇；以息烽县小寨坝镇为代表的工矿园区
型城镇建成循环经济磷煤精细化工工业园;
以遵义县虾子镇为代表的商贸集散型城镇
把小辣椒做成大产业；以大方县黄泥塘镇为
代表的移民安置型城镇培育了消费市场和
劳动力资源⋯⋯

贵州在小城镇规划和建设中因山制宜、
依山就势，在建设特色山区小城镇的同时，
还切实保护了贵州的青山绿水。

产城融合

实现互生共赢

产业兴，城镇兴。
对于如何快速提升贵州城镇化率，赵克

志说：“产城互动是其中的抓手和重点。实
践证明，在园区和城市建设过程中，路修到
哪里，基础设施配套到哪里，哪里的土地就
会随之增值。”

为此，贵州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
坚持走“产城互动”的路子，把产业园区建设与
城镇规划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以产兴城、以城
促产、产城互动，促进产城一体化发展。

各地根据资源、地缘和产业基础，选准
主攻方向，打造优势产业，大力发展那些适
合小城镇的资源型的、劳动力密集型的、有
传统优势的项目，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劳动
力转移的“蓄水池”、农副产品流通的“周转
站”、主导产业发展的“聚集地”。

地处乌江源头的威宁县东风镇是煤矿
资源富集大镇，近年来通过走绿色循环经济
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形成“原煤—洗煤—煤
化工—新型建材”的产业链，实现煤泥、煤矸
石等废弃资源的再循环利用，推动煤矿企业
优化升级转型发展，构建乌江源的生态保护
系统。与此同时，贵州还积极发展白酒、茶
叶、特色食品和民族药业等轻工业，培育一
批龙头企业，鼓励、引导龙头企业向小城镇
集中，向园区集中。

如今，集镇上一幢幢新楼矗立于蓝天碧
水之间，一个开放、包容、热情、活力的现代
城镇实现绿色崛起。

加强配套

提升综合承载

当然，“绿色”不只是栽几棵树，只种几
排花，更重要的是从城镇功能入手。陈敏尔
说，搞小城镇建设，基础设施上不去，产业发
展不了，人口也聚集不了。

贵州省委、省政府明确了2013年的小城
镇建设工作目标：重点完善示范小城镇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立健全项目库。实
施 70 个市(州)级示范小城镇“8 个 1”工程（每
个示范小城镇建设或完善1个路网、1个标准
卫生院、1 个社区服务中心、1 个农贸市场、1
个市民广场或公园、启动 1 个污水处理设施
或垃圾处理设施项目、建设 1个敬老院、建设
1 项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实施 30 个省级
示范小城镇“8+3”工程（在“8个1”的基础上，
力争建设1个体育场、1个产业园区、1个有机
农产品生产基地）。

踏进因鸭溪窖酒而扬名的遵义县鸭溪
镇，小城镇建设正如火如荼；素有“黔中小江
南”之称的安顺市西秀区旧州镇，先后完成
了 20 余个项目的规划建设。2012 年，旧州
镇荣获“全国绿色低碳小城镇”称号，成为全
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小城镇⋯⋯

数据显示，2013 年第一季度，贵州省示
范小城镇招商引资签约项目 221 个,到位资
金 49.22 亿元。100 个示范小城镇在建项目
698个，建成 107个，完成投资 33.66亿元，占
年度目标的 23.54%。

未来的贵州，小城镇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压题照片：青山绿水环绕的贵州新农村

绿色小城镇绿色小城镇

扮靓生态贵州扮靓生态贵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新伟王新伟 吴秉泽吴秉泽 通讯员通讯员 李李 坤坤

入夏的贵州高原，四处绿波涌

动、生机盎然。

地处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的黎平县肇兴侗寨，恬静安详。干

栏式的吊脚楼，错落有致，全部用杉

木建造，硬杉顶覆小青瓦，古朴美观；

勤劳的侗家男女在田间劳作，侗家娃

儿在河中嬉水，老人在风雨桥上乘凉

话家常，听虫鸣鸟叫、看流水潺潺，惬

意无比。

这个被誉为全国最美六大乡村

古镇之一的肇兴镇，是贵州目前重

点打造的100个示范小城镇之一。

如今正以特色、绿色、低碳为主导，

以弘扬侗族文化为抓手，以建设节

地、节水、节能、节材、具有良好生态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示范旅游景观型

小城镇为目标，建成人们休闲旅游

的侗族文化体验目的地。

和肇兴镇一样，在贵州的群山

怀抱中，一座座独具特色的生态小

城镇建设正悄然兴起，演奏着一首

激越的绿色交响。

蓬莱村: 科技种出瓜果香
本报记者 吴秉泽 佘惠敏

蓬莱村: 科技种出瓜果香
本报记者 吴秉泽 佘惠敏

梳池村: 古村新韵相辉映
本报记者 李春霞

信步瓜果下，芬芳沁心脾。
7 月 17 日，记者从贵州省贵阳

市区向北驱车约 30 公里，来到白云
区蓬莱村。这里迷人的香草、奇异
的蔬菜、现代的无土栽培技术，深深
吸引了每一位到访的游客。

近年来，蓬莱村利用地处城郊
的区位优势，以省级现代农业示范
园区为依托，按照“政府投入基础设
施，企业实施经营管理”的模式，大
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逐步
实现了农旅融合。

目前该村已培育形成了花卉苗
木、特色水果、香草等特色产业，吸
引了大量游客。夏天时，每天到村
里的游客近千人，有时周末过万人，
很多家庭也吃上了“旅游饭”。

沿着碧绿的瓜果长廊，记者走进
了位于村子中部的“蓬莱蔬菜无土立
体栽培基地”。这是一个蔬菜的小王
国，也是一个现代农业技术的集中展
示区。

袖珍西瓜、巨人南瓜、五彩辣椒
等新奇的果实，让人眼前一亮。蔬
菜墙、蔬菜树等新的栽种形式，颠覆
了人们对农作物种植方式的理解。

正在基地值班的工人蒙秋燕告
诉记者，基地目前采用了浅液流水
培、雾培、立式管道水培、立柱栽培
等多种无土栽培形式，培育有辣椒、
西瓜、珍珠花菜等多个蔬菜品种，既
可保证作物营养均衡，又节约了土
地，省水、省肥、省工。

“这里不仅空气清新，还能看见
很多以前只能在书本上、电视上才
能见到的东西，增长了见识。”趁着
暑假来参观的初中生黄皓，对园区
赞不绝口。

来自贵州大学、贵州农科院的
技术人员，也把实习基地、试验基地
搬到了蓬莱村。贵阳蓬莱城乡发展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继平说，蓬莱
村目前已引进 8 家农业技术公司，
集中展示新技术新产品，实现了产

学研的结合。在园区的示范带动下，
不少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在贵州省范
围内得以大面积推广。赵继平说，仅
裸仁蓝瓜一个品种，就在蓬莱村发展
了 800 多亩，年收入 240 多万元，还
推广到了六盘水、安顺等地方。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不仅让蓬莱
村的风光更美了，也让不少村民在
家门口找到了工作。蒙秋燕虽然还
在村里上班，但每天按时上下班，月
工资 1800 元，再加上土地流转的收
入，“过得不比城里人差”。

蓬莱村目前已获得国家“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的称号，下
一步还将打造成为集生态农业、循
环农业、精品农业、观光农业于一体
的风景名胜区。

7 月骄阳似火，碧空如洗。记者
走进遵义县龙坑镇梳池社区，一幢幢
小青瓦、雕花窗特色的黔北新居矗立
山间，村头的宋代水利工程梳池古堰
一片静谧，古风新韵交相辉映。

梳池村的由来源于遵义特有的
土司文化，村支书张加华告诉记者，
遵义古称“播州”，是土司文化遗存最
丰富的地区。尽管历史底蕴丰厚，但

是山多坝少，很多村民外出务工，贫
困落后困扰着梳池的发展。

为了古老的梳池村焕发新活力，
近年来遵义市开展了“富在农家，学
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乡村文
明创建活动，梳池村的古堰经科学开
发后，村里重新喝上了自来水，家家
户户住进了新居，新修的水泥路四通
八达，生产生活条件大大改善。村民
毛国钊高兴地说，“‘四在农家’建设
让梳池村的发展整整提前了 10年。”

美 丽 的 乡 村 离 不 开 文 化 气 息 。
“播州文化研讨会”的考古发掘让以
儒学为砥柱的播州土司文化再次被
世人认知。梳池村建起了播州土司

文化陈列室、土司文化研究基地、农
家（廉政）书屋等十多个功能室，“现
在文化氛围形成了，村民也在潜移默
化中文明起来。”张加华说。

在村中文化广场前，记者看到一
座大型建筑正在拔地而起，“这是正
在建设中的土司文化庄园，规划面积
为 60 亩，集旅游、休闲、度假、餐饮为
一体，是遵义县在建的最大文化项
目，也是发展梳池村的人文旅游业的
依托。”张加华说。土司文化庄园将
于今年底完工，明年 4月正式开放。

美丽的乡村必须富裕起来。现
在，外出务工的村民纷纷回村创业，
梳池村充满田园风情的天然“乡村之

旅”也吸引了许多四川人前来避暑，
村民们办起了农家乐。42岁的毛国钊
在遵义市做了 20 年水果批发生意，去
年回村创业，投资 50 万元在自家门口
办起了西河葡萄园，主打田园风情游，
家中的三层小楼已经住满了客人。

“最实惠的还是土地流转政策，
很多村民由外出务工转向为农业产
业园工作，既解决了空巢家庭问题，
也增加了收入。”毛国钊说。梳池村
现已引导大户、群众流转土地 700亩，
建成大棚 300 亩，引进无公害蔬菜无
土栽培示范、草莓提子经果、花卉苗
圃种植来发展观光农业，乡村旅游业
发展得如火如荼。

上图 新农村建设给遵义县龙坑镇梳池社区带来了巨大

发展机遇，依山傍水处建有一栋栋焕然一新的黔北民居。

中国经济网记者 郝红波摄
左图 蓬莱村是农业的世界，四处瓜果飘香，百花斗艳。图为蔬菜

无土立体栽培展示基地。 本报记者 佘惠敏摄

在蓬莱村蔬菜无土立体栽培展

示基地垃圾桶都是白菜形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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