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贵州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大力实施长江经济带
发展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取得明显
成效。

把“软约束”变成“硬杠杠”

贵州省把改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作
为最紧迫、最重大的任务，强力推进大生
态战略行动，全面加强流域生态系统修复
和环境综合治理，大力实施“青山、蓝天、
碧水、净土”工程，省市县乡村5级干部上
山植树造林和 5 级河长制全面推行，10
大污染源、10 大行业治污减排“双十工
程”强力推进，草海湿地保护和修复等重
点生态工程加快实施，设立“贵州生态
日”，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改革
试点，颁布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出台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生态保
护红线管控办法等制度。

“以绿色绩效检验绿色发展”是贵
州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原则。2017
年2 月发布的 《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目
标评价考核办法 （试行）》严明考核标
尺，实行党政同责，开展对各地生态文

明建设目标完成情况的年度评价考核，
使贵州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由“软约束”
变成“硬杠杠”，充分发挥生态文明建设
考核的绿色“指挥棒”作用，更加客观
全面地反映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更加有
效地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成果落地、
极大地提升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获得
感、夯实了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基础。

形成绿色综合交通网络

把加快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大力
发展绿色交通作为贵州省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的重要举措，统筹推进铁路、公路、
水路、机场等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沪
昆高铁贵昆段等一批重大工程建成运营，
贵阳至成都、南宁等高铁加快建设，累计

建成高铁里程近1000公里。
启动实施 1 万公里高速公路加密规

划，规划建设与长江经济带相邻省市高速
公路通道36条，目前贵州省境内建成通
道11条，在建5条。

贵州省通用机场布局规划获批实施，
威宁机场获批建设，“1干16支”民用航空
机场网络加快构建。

建成沙沱、思林水电站通航设施及构
皮滩翻坝运输系统，全面打通贵州北入长
江的乌江水运通道，形成500 万吨/年通
航能力。

根据长江经济带发展纲要部署，积极
推进乌江航道提等扩能工程，着力打造贵
州“北入长江”黄金水运大通道，繁荣水路

运输市场，畅通物流运输，真正实现一条
江就是一条经济带、一条产业带。

培育绿色经济产业

贵州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
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加快发展大
数据、大旅游、大健康、现代山地特色高效
农业等生态友好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大
力推进“双千工程”，启动实施绿色经济倍
增计划，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
业绿色发展。

今年上半年，贵州省实施“千企改造”
工程企业1206 户、项目1560 个，完成技
改投资295.5亿元，“千企引进”工程引进
500强企业8家和技术含量高、成长性好
的企业588家。

大生态、绿色经济工程包项目开工
225 个、完成投资 446.9 亿元，绿色经济

“四型产业”增加值增长13.3%，占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35.7%。2016年大
健康产业实现增加值 942.14 亿元，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8.03%。

建立培养绿色新动能。掀起振兴农
村经济的深刻产业革命，下大力调减玉米
种植面积，促进农村发展和生态保护协同
共进。

建立培育发展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
市场主体、加快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等政策
机制，改革矿业权出让收益由收缴制变为
征收制，实现排污权有偿交易1.53亿元；
生态文明大数据共享和应用平台基本建
成；开展绿色经济统计试点；农村“三变”
改革深入推进。

数据显示，2017年，贵州省绿色经济
占生产总值比重达37%，同时生态环境持
续向好，2017 年全省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55.3%。

加快探索“绿色+”模式

贵州加快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
广的典型经验。

探索大生态与大扶贫相结合，建立了
易地扶贫搬迁“贵州模式”，对迁出地进行
土地复垦或生态修复。

探索大生态与大数据相结合。推动
环境大数据监控全覆盖，2016年以来，国
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国家绿色数据中心
等相继获批建设。

探索大生态与大旅游相结合。2017
年贵州成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省”创建
单位，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收入分别增
长40%和40.6%。

探索大生态与大健康相结合。2017
年大健康医药产业重点工程累计完成投
资780亿元，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达650万
亩，产业增加值突破1000亿元。

建设长江上游绿色生态屏障
——贵州守护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中共贵州省委书记 孙志刚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国家的一项
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贵州强力实施大生
态战略行动，加快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协同推进、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

把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我们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加强党对全省生态文明建设
的领导，齐心协力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
成立由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双组
长的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和由常务副
省长任组长的贵州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
展工作领导小组，编制《贵州省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实施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
化工污染整治等工作方案，主动与沿江省
市对接，协同建设长江经济带。

把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作为重大责任
担当。贵州国土面积的65.7%属长江流域，
88个县市区有69个属长江防护林保护区
范围，是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贵州强
化责任担当，把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作
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项目的优先选项，
深入开展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行
动，奋力打造长江珠江上游绿色
屏障建设示范区。

把 推 进 长
江 经 济

带发展作为重大历史机遇。牢固树立新
时代机遇意识，在积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
展中贯彻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
加快发展绿色经济，推进生态产业化、产
业生态化，推动贵州经济保持持续健康的
发展势头。

持续用力实施绿色治理。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运用大数据手段提升生
态治理水平，强力推进10大污染源治理
和10大行业治污减排“双十工程”，在全
国率先启动磷化工企业“以渣定产”。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提高，中心城市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达96.5%，全省地表水监测
断面优良比例达94.7%。

久久为功筑牢绿色屏障。贵州境内有
乌江、赤水河、清水江等10条主要河流属
于长江流域。贵州构建五级党政领导主
抓、主干、主责的河长体系，实现各类水域
河长制全覆盖。大力实施绿色贵州建设，
2017年完成退耕还林和营造林1504.4万
亩，治理石漠化面积1116平方公里。

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经济。以高端化、
绿色化、集约化为主攻方向，实施“千企引
进”“千企改造”工程，发展生态利用型、循
环 高 效

型、低碳清洁型、节能环保型绿色产业，绿
色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40%。

与时俱进深化绿色改革。扎实推进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建立并严格执行
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制度，开展生态补
偿机制、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改革试
点，颁布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环境保
护立法、司法实践走在全国前列。

提升内涵打造绿色平台。全力打造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努力建设毕节试
验区，与重庆、四川、云南共同制定长江上
游四省市生态环境联防联控等机制，与重
庆签署了政府合作框架协议。

通过协同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贵州省
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越守越牢，绿水青山正
在变为金山银山。全省经济增速连续30个
季度居全国前3位，2017年减少农村贫困人
口120万人，森林覆盖率达到55.3%，今天的
贵州，处处都能体会到推动绿色发展的探索
和实践，感受到绿色发展的脉动和气息。

贵州省将始终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为导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与沿江
各兄弟省市一道共护一江清水、共建一个黄
金经济带。

把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
相统一落到实处，

持 之

以恒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石漠化治理等重大
生态工程，深入推进绿色贵州建设，从点到
面对全省污染源进行集中整治，在全面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把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
统一落到实处，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
底线，统筹速度质量效益，切实做到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使贵州
青山常在、碧水长流。

把坚持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相统一
落到实处，进一步明确时间表、路线图，编
制专项规划、布局重大项目，推进《长江经
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在贵州落实落细，以
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打好长江保护修复
攻坚战有关工作。

把坚持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相
统一落到实处，以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
为主攻方向，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
力，深入推进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
革命，强化大数据与一、二、三次产业深度
融合发展，加快发展高效农业、先进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把坚持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相统一
落到实处，自觉把贵州发展放到长江经济
带发展的大局中谋划，落实主体功能区定
位，积极主动加强与长江流域各省市的合
作，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展、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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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区思南，位处乌江中
下游，乌江贯穿全境 78 公里，因
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美。历
史上，因得乌江航运的便利，思南
自古商贸繁荣，文化教育发达，民
族文化多姿多彩，曾长期是铜仁
经济文化中心，在史学界甚至有

“先有思南而后有贵州”一说。
实施西部大开发后，因梯级

开发在江上修建电站，乌江被迫
断航。失去了交通优势的思南，
人们依旧“靠水吃水”，在乌江上
大面积开展网箱养鱼，致使江水
受到严重污染，影响了乌江生态
质量，不仅让自身失去了一份天
然而独特的美，而且逐渐发展成
为长江的“污染源”。

近年来，思南县审时度势、痛
定思痛、迎难而上，立足于构筑长
江上游生态屏障，决心拆除乌江
上的鱼网箱，建设贵州内陆开放
型经济试验区试点县，加快建成
乌江生态经济走廊具有较强辐射
带动力的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

自2016年8月以来，在财政
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思南县累计
拿出资金 6000 多万元，一举将
乌江上 73 万多平方米的鱼网箱
全部拆除，所涉 7 个乡镇 405 户
渔民全部上了岸。

在渔民上岸后，思南加速推
动产业结构调整，动员、鼓励、支
持他们参与绿色发展，广吃“生态
饭”。如今，已培育起生态茶、生
态畜牧、优质蔬果菌和中药材四
大主导产业，并形成“六个三园”
产业布局。其中“三大茶园”总面
积已超过17万亩；“三大菜园”全年种植蔬菜（食用菌）达
28万亩；“三大果园”分别达万亩；“三大药园”已形成许
家坝中药材示范园区；“三大林园”正打造3个万亩油茶
林园基地；“三大牧园”正加快创建思南黄牛养殖园和繁
育园、生猪产业园。渔民们还纷纷利用生态补偿款，走上
致富新路。

渔民上岸江水清，绿色发展山川美。目前，思南全县
森林面积达17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52.12%，以年均2
个百分点的速度稳步上升。

保护好乌江，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我
们的发展永远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时时刻刻为
子孙后代着想。 （梁祖江 王新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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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用力实施绿色治理，久久为功筑牢绿色屏障，因地制宜发

展绿色经济，贵州通过协同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守好发展和生态

两条底线，绿水青山正在变成金山银山

下图 贵州榕江县共种植中药材
6826 亩，主要品种有铁皮石斛、天麻
等。图为药农收获灵芝的场景。

黄万鑫摄

上图 乌江及其支流龙底江在贵州思南县
塘头镇交汇，形成千里乌江第一湾。任志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