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武陵山脉到乌蒙腹地，从乌江之畔
到草海之滨，初夏的黔中大地，青山葱郁，
碧水迢迢，一片苍莽。天蓝、水清、山绿、
景靓，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给贵州带来了多
姿多彩的山水风光，同时也造成了相对脆
弱的生态环境。

作为我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省
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极
为艰巨繁重。面对“赶”与“转”、经济发展
与生态保护等多重压力，贵州的决策层和
民众头脑清醒：生态环境资源是贵州最大
的优势，绝不能以破坏生态来换取一时的
经济增长。

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要求，既保护绿
水青山、空气土壤,又坐山养山、蓄水用水,
走出一条不同于东部、有别于西部其他省
份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道路，实现绿水青
山生态美、金山银山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增降之间——
绿水青山底色更亮

“生态美方能百姓富”。赫章县海雀
村，过去为了生存大面积开荒，森林覆盖
率降低到 5%以下，不仅没能吃饱饭，反而

“石头越长越高，土地越种越薄”。上个世
纪 80 年代以来，该村广泛开展植树造林，
让大小山头披上了绿装。

“绿色是多彩贵州的主色调。”贵州省
省长陈敏尔说，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
大背景下，更要注重抓生态，要按照“产业
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理念，念好“山字
经”，种好“摇钱树”，发展经济林，促进绿
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有机统一，让贵州大地
绿起来、生态环境美起来、山地经济强
起来。

羊年新春，贵州启动“绿色贵州 3 年

行动计划”，全面绿化宜林荒山荒地，计划
用 3 年时间，以县乡村造林绿化、新一轮
退耕还林还草为抓手，实现造林绿化 916
万亩、森林抚育和低产林改造 300 万亩的
目标，力争全省森林覆盖率超过 50%。

在加大人工植绿的同时，贵州还划定
生态红线，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予以严
厉打击。

去年 5 月，贵州启动实施“六个一律”
环保利剑执法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合执
法，“对无证照、无环保手续、污染重的企
业不关停不放过，对违法排污企业不处罚
不放过，对环境违法犯罪者不追究责任不
放过”，始终对环境违法犯罪活动做到零
容忍、下重拳、出狠招，保持高压态势。

今年 4 月，贵州又出台《生态环境损
害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和《林业
生态红线保护工作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
行办法》，对 34 种损害生态和 17 种保护
林业生态红线不力需要问责的情形作出
了明确规定，给党政干部戴上生态环保的

“紧箍咒”。
统计数据显示：2000 年以来，贵州累

计完成 3600 万亩营造林任务，实现森林
覆盖率年均增长 1 个百分点，目前已达到
49%；同时，水土流失面积年均下降 1.08
个百分点。

转型升级——
绿色经济风光无限

要保证发展速度不减，守牢生态屏障
不退，最根本还得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推动转型升级。

转型发展，路径在哪里？贵州省坚决
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和“守着青山
绿水苦熬”的穷路。

后发赶超，贵州紧盯战略性新兴产业
不放。去年以来，该省大力发展以大数据
为引领的电子信息产业、以大健康为目标
的医药养生产业、以绿色有机无公害为标
准的现代山地高效农业、以民俗和山地为
特色的文化旅游产业及以节能低碳环保
为主导的新型建筑建材业等 5 大新兴产
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贵安新区引进富士康贵州第四代绿
色产业园、三大电信运营商数据中心、中
关村贵阳科技园等重大引领性项目，深耕
大数据产业，托举起了一个“云上贵州”。

2014年，贵州电子信息、医药、建筑产
业 的 产 值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62% 、15% 和
20.2%；全省全年共接待游客3.21亿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 2895.98 亿元，比上一年
各增长 20.1%和 22.2%；高新技术产业产
值超过2200亿元，科技贡献率超过44%。

在大力推进煤电磷、煤电铝、煤电钢、
煤电化“一体化”发展的同时，贵州坚决淘
汰落后产能，坚守环保红线，所有园区必
须配套环保设施；新上项目必须符合产业
调整要求；有重金属污染的化工项目，坚
决不上。“十二五”以来，该省累计淘汰落
后产能近 3000 万吨，为“绿色经济”发展
拓展了广阔空间。

“江南煤海”六盘水，这座因煤而立、
因煤而兴的工业城市明确提出“不要污染
的 GDP”，形成了洗煤煤泥干化利用、矿
井水及工业废水治理回收利用、焦炉煤气
掺烧发电、余热余压发电、粉煤灰制新型
墙体材料、煤矸石发电、冶金渣综合治理
等循环发展模式，避开了资源优势陷阱，
实现了发展模式的由“黑”变“绿”。

同时，贵州大力发展生态产业，盘活
生态资源，绿水青山为群众源源不断地带
来金山银山。

夏日的遵义市湄潭县田家沟，茶园葱
茏，如诗如画。在外务工多年的村民谭世
才 2007 年回乡种茶叶，现在又开起了乡
村旅馆，收入一年比一年高，仅今年“五
一”小长假 3 天就进账 8000 多元。“到湄
潭呼吸清新空气、享受农家美食，还可以
上山采茶，下河钓鱼。每年夏季，成都、重
庆游客来得多，房间都要提前预订。”谭世
才告诉记者。

近年来，湄潭县围绕生态做优农业，
立足生态发展工业，依托生态发展旅游
业，凭借生态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内涵不断提升。

用“有形之手”紧握生态底线，抬高生
态标杆，形成倒逼机制，一条传统产业生
态化、特色产业规模化、新兴产业高端化
的产业发展路子正在黔中大地上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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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党中央、国

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要求

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

绿色化，多措并举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使蓝天常在、青

山常在、流水常在，实现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近年来，

贵州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

底线不动摇，着力走一条

不同于东部、有别于西部

其他省份的绿色循环低碳

发展道路

坚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贵州：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不动摇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5

年年会将于 6 月 26 日至 28 日在贵
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论坛的
议题内容将围绕 5 条主线展开：一
是紧紧围绕国际、区域和国家可持
续发展议程，发出中国声音；二是创
新驱动、催化绿色转型与产业升级；
三是以人为本，推动绿色城镇化；四
是制度创新，塑造生态文明现代治
理体系；五是扭转逆势，建立有效生
态保护红线制度。

本次年会将设绿色发展和产业
转型、和谐社会和包容发展、生态安
全和环境治理、生态价值和全球治
理 4 大板块，并设置了全球生态安
全与绿色创变论坛，生态农业与农
业国际化的模式创新论坛，两岸共
创绿色产业发展新模式论坛等 30
余个主题论坛；以及全球低碳转型
与可持续发展、绿色丝绸之路、绿色
金融与绿色经济发展等专题高峰会
议。同时，还将举办“生态天堂·欢
乐共享”民族生态文化展示、生态文
明示范点参观和培育生态林等实地
考察、体验等活动。

今年论坛将呈现 6 大亮点：一
是突出 2015 年国际、国内建设生态
文明的重大议题和重大事件，使论
坛成为探索这些议题的前沿思想
库、参与这些事件的主要群体和推动国际合作的第二桥
梁和力量；二是探索并传播在新的全球发展议程启动过
程中的中国理念、中国实践和中国形象；三是展示并交流
绿色产业、绿色城市、绿色就业和绿色消费的科技、产品、
商业模式、监管体制、社会参与和国际合作的最佳案例，
充分体现绿色转型与变革带来的巨大历史性机遇，大力
推进政府、企业和公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四是集中探索
解决空气、水、土壤、固体垃圾等事关重大民生问题的环
境、生态问题的典型案例，发动各利益攸关方群策群力、
持续关注、身体力行，逐步打造解决这些问题的科技力
量、经济力量、社会力量和舆论力量，使论坛的影响力落
地生根；五是显著提升论坛国际化、专业化、全国化和务
实化水平和参与者层次，加大论坛的多样性和互动性，切
实扩大论坛的传播途径，使论坛真正走出会场，造福更多
的受众；六是进一步深化国际国内合作，通过以绿色转型
实现后发赶超的务实项目树立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典型案例。

本版稿件均为本报记者王新伟、吴秉泽采写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将于六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举行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呈六大亮点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5 年年会
将主题定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新
议程、新常态、新行动”。“年会主题契合了
国际国内生态发展形势发生转变的大背
景。”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秘书长章新
胜告诉记者，年会将围绕全球新的发展议
程下的绿色增长与国际合作进行深入交
流，凝聚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共
识，深入探讨如何改善可持续发展的全球
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水平，从而促进全球
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

章新胜说，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的挑战
在许多领域已接近临界点，环境资源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日益紧迫。通过完成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实现从生态环境的

临界点向转折点的转化，将是“十三五”时
期我国发展的基本议程。本次年会将致
力于提高发展的质量，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提升绿色产业的发展作为保证经济、
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平稳和谐、可持续发展
的新议程。他认为，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发
展速度的发展思路，采取“五位一体”的发
展目标和发展路径，以更温和的可持续增
长速度和方式，对环境、生态、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和保护将成为我国今后发展的新
常态，也就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
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新常态下，牺牲生态环境的发展
不再可行，同时保护绿水青山就是保护生
产力。”章新胜表示，可持续发展的新常态

不仅意味着挑战，更孕育着前所未有的历
史性机遇。

“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和生
态文明需要更多具有变革意义和实际影
响力的行动。”章新胜希望作为绿色产业
建设主体的企业、绿色产业建设的平台的
城市和为绿色产业不断发展提供动力的
绿色消费，可以催生新的产品和服务需
求、提高生产效率、增强竞争力，为全球可
持续发展提供内生动力，为绿色产业、绿
色城市和绿色消费奠定持久的基石。他
认为，可持续发展计划也将影响全球发展
议程、产业格局、价值链的分布、竞争格局
和全球治理体系，甚至对产业与科技革命
产生深远影响。

据 了 解 ，生 态 文 明 贵 阳 国 际 论 坛
2015 年年会涵盖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与生
态安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全球分工体
系与治理体系的格局变迁、联合国气候变
化谈判前景和绿色就业机会、全球能源新
格局与可持续能源的未来、绿色丝绸之
路、构建可持续金融体系、现代生态农业
的制度基础与商业模式创新、绿色产业的
支柱性引领行业发展等内容。

据了解，2015 年年会所设置的论坛
内容中，关注空气、水、土壤等环境生态议
题占 20%，围绕“绿色经济”话题占 50%，
关注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可持续发展制
度变革占 20%，有关省区市绿色发展的
主题占 10%。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5 年年会主题——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题图 青山绿水环绕的贵州新农村。 贵 宣摄

① 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县云台山为代表的喀斯

特地貌。 贵 宣摄

② 乌江山峡百里画廊。 黄昌生摄

③ 观山湖生态小区。 贵 宣摄①①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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