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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的贵阳，微风拂面，满眼绿色。
8 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6 年年
会如约而至。多彩贵州，喜迎八方宾客。

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表示，“论坛
既要务虚，也要务实；既要论起来，也
要干起来”。

中国生态文明成就值得赞赏

多年来，中国大力推进生态环境保
护，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中国一方
面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
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另一方面也
面临着人民群众对干净的水、清新的空
气、安全的食品、优美的环境等越来越
高的要求和新期待，生态环境在群众生
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凸显，环境问
题日益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在此背景
下，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
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
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
式”。十八大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

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引下，中国着力
淘汰落后产能，推进节能减排，发展可
再生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提升资源利
用效率，经济的绿色化水平持续提升。
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中国单位
GDP 能耗下降 18.2%、二氧化碳的 GDP
排放量下降了 20%，累计实现节能 8.6
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 19.3
亿吨。

对于中国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
不懈努力，国际社会给予了高度评价。
出席论坛的爱尔兰前总理伯蒂·埃亨表
示，中国采取有力举措，拥抱持续发展
和生态文明，值得称赞。

传播生态文明理念促进合作

为普及生态文明理念、探索生态文
明建设规律，借鉴国内外成果推动生态
文明实践，贵州省从 2009 年起，在国
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连续几年举办了
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并在 2013 年 1 月，
经中央批准，正式定位为生态文明贵阳
国际论坛，成为国内以生态文明为主题
的国家级、国际性论坛。

经过 7 年的发展，生态文明贵阳国

际论坛已经发展成为政府、企业、专
家、学者等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生态文
明建设理论探索和经验交流的重要平
台，成为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跨
国界合作的重要桥梁，交流各方经验和
信息、总结各类实践和典型案例、展示
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秘书长章新
胜认为，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广泛传
播了生态文明理念，向国际社会发出了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可持续发展的

“中国声音”，展示了加快绿色发展的
“中国行动”，有效树立了中国负责任的
大国形象。

紧紧围绕绿色发展设置主题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6 年年
会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在“十三五”
开局之年，积极响应联合国气候变化巴
黎大会，务实推动绿色发展新理念的首
个千人大会。今年年会的主题为“走向
生态文明新时代：绿色发展·知行合
一”，既符合现实需求和未来方向，彰
显了社会各界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关
注和历史担当，也体现了贵州特色。

“知行合一”是明代大儒王阳明在
贵州龙场悟道形成的哲学观点，对贵州
文化影响深远，是贵州人文精神的重要
内容。今年 3 月底，贵州省委副书记谌
贻琴在北京召开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
坛 2016 年年会媒体见面会上说：“把

‘知行合一’作为今年论坛主题的关键
词，就是要进一步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理
论与实践的一致性，更好地为走向生态
文明新时代凝聚智慧和力量。”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6 年年
会在继承往年一贯风格的基础上，更加
注重国际性，聚焦热点焦点问题，突出
务实性，倡导行动和实践。据生态文明
贵阳国际论坛秘书处负责人介绍，今年
的年会除了开闭幕式外，还将举办 2 场
高峰会、37 场主题论坛，以及包括生态
文明系列展览、绿博会等在内的一系列
配套活动。年会主题论坛也紧紧围绕绿
色发展理念而设置。据了解，今年的论
坛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生态产业和绿色
城镇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生态
文化、生态道德等领域，将从生态修
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建筑、生态
文明与反贫困、食品安全、核电安全、
人居环境等方面，积极回应公众关切。

唱响生态文明的“中国声音”
——写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6年年会举办之际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生态环境如今已是贵阳最响亮的品
牌、最突出的优势、最核心的竞争力。数
据显示，2015 年，贵阳环境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达 340 天，一年中好空气天数超
过九成。

解析贵阳的生态样本，不难发现，以
“建成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城市”为方向，
贵阳通过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努
力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走出了一条绿
色发展新路。

创新生态机制 打出“金字招牌”

近年来，贵阳市着力生态机制、生态
制度、生态治理、生态文化四大领域创
新，为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提供良好的
生态支撑——

在生态机制上，贵阳市采取严格措
施保护青山绿水，更加突出贵阳生态优
势，采取组建“两湖一库”管理局、成立全
国首家环保法庭和环保审判庭、设立两
湖一库环境保护基金会等措施进行专项
治理，“两湖一库”水质目前稳定在二类、
三类。

在 生 态 制 度 上 ，制 定 了 全 国 首 部
生态文明建设的地方性法规《贵阳市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条例》。此后，环境
保 护 法 庭 从“ 两 湖 一 库 保 卫 战 ”打 到

“森林保卫战”创造了多个“第一”：第
一例环保组织针对国家机关形成的公
益诉讼，第一个由检察机关作原告的
民事案件；

在生态治理上，实施黄标车区域限
行、燃煤锅炉刚性淘汰、餐饮油烟规范管
理、工地扬尘视频监管、焚烧秸秆严厉处
罚、河流治理“河长”责任、工业固废综合
利用、营造林高标管理。

在生态文化上，打造生态文明贵阳
国际论坛参观示范点、建设市级示范公

园、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系列创建、抓
好生态环境管理的大数据运用。

因为生态，世人对贵阳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2015 年，贵阳成为“全国十佳
生态文明城市”。在今年的生态文明贵
阳国际论坛上，将发布城市之美的“贵阳
标准”。由此可见，生态正成为这座城市
的“金字招牌”。

城乡统筹发展 建立宜居城市

今年是贵阳市公园重点建设期，贵
阳市将完成 249 个公园建设，并全面开
工建设 28 个示范性公园。城市公园的
建设，是贵阳市建设宜居城市的缩影。
近年来，贵阳以“疏老城、建新城”为总
要求，全力塑造城市新形象：努力增强
规划的系统性、合理性、严肃性，按功能

分区推进城市组团式发展，呈现出“显
山、露水、见林、透气”的城市特色；大力
实施“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
设六项行动计划和优美环境“六到农
家”工程；以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
市为契机，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和整治改
造全面启动实施。

尽管贵阳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已有成
效，但城市建设工作依旧没有松懈，“实
施公园城市工程”成为贵阳当前和今后
一段时间的新目标——积极推进“千园
之城”建设，新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城
市公园、山体公园、社区公园 660 个，到
2020 年，全市新增公园面积 1.7 万公顷，
实现中心城区市民出行“300 米见绿、
500米见园”的目标。

在城市化进程、居民生活工作节奏
不断加快的今天，以“疏老城、建新城”为

核心，坚持生态文明理念，贵阳正在将自
身建设成为一座充满魅力的宜居城市。

对接自主创新 激发绿色活力

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陈刚
指出，要想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
覆辙、实现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的目标，在保护好青山绿水的前提下实
现跨越发展，就必须紧紧依靠科技创新，
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做好创新驱动这篇
大文章。

但是，贵阳的创新要素比较缺乏，
如何通过创新驱动，实现“绿色发展”？
2013 年 9 月，贵阳“牵手”中关村，共建
中关村贵阳科技园，通过引入中关村的
科技因子，来推动自身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借助中关村的科技因子，贵阳插上
大数据这对发展的翅膀，奋力冲上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的“云霄”：加强理论创新
与机制创新，启动大数据立法、标准建
设工作，抢占大数据规则创新制高点，
成立了全国首个大数据交易所，与全国
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大数据标
准工作组全面合作，大数据标准实现

“贵阳造”。
付出终有收获。贵阳以大数据产业

为代表的“绿色产业”发展进入“爆发
期”。统计显示，截至 2015 年底，贵阳市
大数据产业规模总量已超过 900亿元。

2015 年 1 月，国家林业局还批准贵
阳为全国第二批林业信息化建设示范
市 建 设 单 位 ，主 题 为“ 生 态 云 计 算 平
台”。贵阳也成为贵州省唯一获批的示
范城市，并拟用 3 年到 5 年时间，建立和
完善水环境、空气环境、污染源、林业资
源、湿地等数据库、业务管理和应用系
统，推进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贵阳坚守两条底线：发展和生态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进入 7 月，又到了刺梨采收季节，贵州省龙里县谷脚镇
茶香村烂塘组组长李明权一家开始繁忙起来。除了卖刺梨
果，还自己加工刺梨干、刺梨酒，开起了农家乐，再加上卖苗
的收入，每年能有 20 多万元进账。这样的收入水平，在茶
香村并不少见。这个 10 年前人均年收入不到 400 元的省
级二类贫困村，如今人均纯收入已达到 1.2万元。

近年来，黔南州通过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巩固退耕还
林成果专项建设等项目，大规模发展刺梨产业，刺梨人工种
植为贵州石漠化治理提供了有效范本，成为山区老百姓“点
绿成金”的经典案例。

生态是黔南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三大优势之一。多年
来，黔南坚持处理好加快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
将绿色理念植入工业、农业、城市建设和旅游业发展中，强
化植树造林、石漠化治理、草地湿地恢复保护等生态工程建
设，使黔南青山常在、碧水长流，资源得到永续利用。

勇担责任，筑牢生态屏障。多年来，黔南为维护“两江”
上游生态屏障作出了巨大贡献。黔南州委书记龙长春认
为，保生态与促发展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路子和方式走
对了，可以实现双赢。为此，黔南以“泛都匀”经济圈为核
心，以南部生态民族文化旅游经济区和北部环贵阳经济带
为南北两翼，实现核心重点突破、南北比翼齐飞的“一圈两
翼”区域发展新格局，聚力打造“美丽之州、幸福黔南”。

发展生态农业，让荒山披绿装。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让黔南农业拥有绿色、生态、优质的品牌影响力。通过推进
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培育新型主体，构建品牌市场体系，使
农业园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业功能不断拓展，综合效益
不断提升，农业“接二连三”功能充分显现。通过多年培育，
茶叶、刺梨、蔬果、中药材、花卉苗木等产业已形成规模，打
造了都匀毛尖、罗甸火龙果、长顺高钙苹果、龙里刺梨、荔波
樟江蜜柚等一大批农产品品牌，生态农业的发展，让荒山披
上了绿装。

发展生态旅游，打造乡村品牌。近年来，黔南大力发展
田园观光、采摘体验、城郊农园等休闲农业，以及生态农庄、
高山茶园、采摘篱园、山水人家、养生山吧、休闲渔家等乡村
旅游新业态，培育了一批旅游农业龙头企业，打造了一批高
标准蔬果、茶叶、花卉等观光农业基地。在旅游的拉动下，
黔南农特产品通过农村电商在网上热销。去年，全州从事
电子商务涉农企业已达 300 余家，农特产品实现线上交易
额近亿元。

不仅如此，在工业化发展中黔南同样重视“绿色新政”
理念。黔南严把投资入口关，对有可能造成资源浪费、破坏
生态且效益低下的“包袱性”项目，不论要求多低，全都拒之
门外。近年来，黔南婉拒以牺牲生态和环境为代价换取效
益的高污染、高耗能投资项目上千个。秉承科学发展的理
念，从当初来者不拒的“饥饿招商”到现在科学合理的“选
商”，黔南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大批绿色生态企业
纷至沓来。

30多年前，海雀村毫无生态可言，土地贫瘠；30多年后，
海雀村森林覆盖率增加到70%以上。28年前，穿岩村“连个
麻雀做窝的地方都找不到”，28 年后，穿岩村森林覆盖率近
70%。巨大的变化让这两个村成为“全国生态文化村”。海
雀和穿岩，切合了“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发展思
路，成了毕节市生态建设主题试验的典范之一。

如何加强生态建设，并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结合起
来，毕节市的广大群众和干部一直在探索。1987 年，原毕
节地委书记禄文斌提出了“山顶植树造林戴帽子；山腰地坎
种树、搞坡改梯系带子；坡地种牧草、绿肥铺毯子；山下大办
乡镇企业、庭院经济、多种经营抓票子；大田大坝改造中低
产田土，推广农业实用技术收谷子”的“五子登科”模式，与
1988 年成立的试验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主题高度契
合，得到了全面推广。2015 年，毕节市委书记陈志刚又提
出了“新五子登科”理念，“山顶种植松杉柏戴帽子；山腰种
植经济林木系带子、山下抓结构调整铺毯子、富余劳动力务
工挣票子、增收致富建设美丽乡村盖房子”，这种立体生态
建设模式，实现了山、水、林、田、路、房的综合治理，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统筹兼顾。

从“五子登科”到“新五子登科”，毕节市始终坚持统筹
兼顾的战略思路，把“生态建设”作为核心工作之一，正确处
理发展与生态的关系，坚持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生态
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实现了“生态环境从不断恶化到明显改
善的跨越”。这样的跨越显而易见，1988 年至 2015 年，全
市森林面积从 601.8万亩增加到 1935.03万亩、森林覆盖率
从 14.9%增长到 48.04%、森林蓄积量从 872 万立方米增加
到 2600万立方米。

生态好了，就有了发展的资本。如何寓生态建设于经
济发展之中，毕节市作了有效的尝试。那就是把生态建设
与经济结构调整、扶贫开发和农民增收致富有机结合，因地
制宜推进森林资源培育、特色经果林、林下经济、森林生态
旅游、林木种苗与花卉、林产品加工等六大林业产业发展，
统筹推进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围绕“生态美、百姓富”目
标，同步实现生态改善和民生改善。通过整合林业、扶贫、
畜牧、移民等相关项目，采取引资开发、合股经营、部门扶持
等多种方式，大力发展特色经果林和林下经济，开发绿色食
品，发展生态旅游，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打造出“核桃之
乡”“樱桃之乡”“天麻之乡”“竹荪之乡”等品牌。

今年以来，毕节市完成营造林 176.52 万亩，其中完成
特色经果林 68.63 万亩，发展林下经济共利用林地面积
124.48 万亩，实现产值 33.13 亿元，带动农户 20 余万户。
除了特色经果林和林下经济等林业产业，生态旅游带来的
经济效益也日益凸显。今年上半年，毕节市依托 4 个国家
级森林公园、2 个省级森林公园、3 个市级森林公园及 4 个
县级森林公园大力发展森林生态旅游，累计接待游客
556.08万人次，森林旅游收入达 27.504亿元。

下一步，毕节市将把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与农
民增收相结合，进一步推进生态旅游业发展，加大林下经济
等林业产业发展，实现以短养长，带领群众发展林药、林菌、
林菜、林粮、林草等林下种植业和林禽、林畜、林蜂等林下养
殖业，充分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种下一片林子，形成一片产
业，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在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上闯出一条
新路来，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绿 色 黔 南 底 气 足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刘雪红

毕节生态与经济共赢
本报记者 吴秉泽 通讯员 史开云

贵阳市花溪湿地公园一角。 （资料图片）

图① 青山绿水环绕的贵州新农村。

（资料图片）

图② 贵州交通建设为生态优势转化

成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奠定了重要基础。

图为兰海高速公路贵州境贵阳至遵义段

乌江大桥。 韩双喜摄

图③ 位于贵州黔西南州兴义市的万

峰林具有典型锥状喀斯特盆谷峰林地貌。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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