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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奋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

李炳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以对子孙后代高度

负责的历史担当，以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建设

清洁美丽世界的博大胸怀，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

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党的二十大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战略部署，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对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进行系统

部署，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贵州是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习近平

总书记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2021 年

视察贵州时赋予我们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

新绩”的重大使命，《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 ( 国发

〔2022〕2 号) 又赋予贵州 “生态文明建设先

行区”重大使命。作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贵州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同

时喀斯特地貌分布较广，生态系统十分脆弱，

破坏了就很难修复。加之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难度

较大。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系

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

线，深入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优

良生态环境成为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

优势。

一、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政治责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回答了为什么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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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我们党

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指

引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

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

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我们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作为开展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与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不懈用以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奋力建设经济

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 “国之大者”。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把生态文

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

重大战略部署。在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

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 在新发展理念中，

绿色是其中一项; 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

是其中一战; 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目标中，美丽中国是其中一个。这几

个方面，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必须始终牢

记生态文明建设“国之大者”，坚持以 “加强

党对生态文明建设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

以“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为 基 本 原 则，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核心理念，以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为宗旨

要求，正确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

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双碳”承诺和自主行

动的关系，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转化为各族人

民自觉行动，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生态文明建

设的殷殷嘱托。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格外关心、寄予厚望，多

次作出重要指示。2011 年，习近平同志到贵

州考察，强调要正确处理加快发展与保护环境

的关系，绝不能掉以轻心。2013 年、2018 年，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向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年会发来贺信，其中 2013 年首次提出 “走

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重大命题。2014 年，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

州代表团审议时，深刻指出贵州在处理好生态

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方面难度更大，更是大

意不得，更需谨慎小心。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

到贵州视察，明确要求我们守住发展和生态两

条底线，必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一点大意不

得。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党的十九大

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叮嘱我们守好发展和生

态两条底线，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

新未来。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贵州视

察，要求我们“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

“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文明建

设上出新绩”。这些重要讲话指示，为贵州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特别是习近平总

书记对贵州生态环保千叮咛万嘱咐，从 “绝

不能掉以轻心”到 “更是大意不得”，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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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大意不得”; 从“守住”到“守好”，再

到“出新绩”，可以说是既鲜明又深刻，既深

切关怀又寄予厚望。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嘱托，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政治责任，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加快打造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奋

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

二、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修复，着

力增进人民群众绿色获得感生态幸福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

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进入新

时代，人民群众从 “盼温饱”到 “盼环保”、

从“求生存”到 “求生态”，对干净水质、绿

色食品、清新空气、优美环境的需求更为迫

切。我们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全力打

好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 “组合拳”，加快建设

天蓝、水清、地绿的美丽家园，不断满足贵州

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全省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中心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率达 99. 1%以上，主要河流出境断面

水质优良率保持在 100%，每年向长江、珠江

输送优质水源超过 1000 亿立方米，绿色成为

多彩贵州最鲜明的底色。

大力推进环境污染治理。坚持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

问题、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题整

改。全力打好蓝天保卫、碧水保卫、净土保

卫、固废治理、乡村环境整治 “五场战役”，

持续推进 “双十工程”，深入实施长江十年

禁渔，采取最严措施加强赤水河流域生态治

理，一大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问题得到实

质性解决。

扎实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更加注重综合治

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推进乌蒙山、武陵

山等重点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加

强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地等生态安全核心区

域和矿山生态修复。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

工程，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

续性。持续深化绿色贵州建设，创新机制大力

开展国家储备林建设，深入开展石漠化和水土

流失治理，累计完成石漠化综合治理 0. 82 万

平方公里、水土流失治理 1. 98 万平方公里，

石漠化减少面积和幅度居全国岩溶地区首位。

大力推进梵净山国家公园建设，加快构建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着力建设绿色家园。坚持以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为硬约束推进新型城镇化，强化国土空间

规划和用途管控，科学划定并严守 “三区三

线”，推动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良

性互动。结合新型城镇化的棚户区、老旧小

区、背街小巷、地下管网改造，大力推广绿色

低碳建材和绿色建造、绿色施工方式，提高磷

石膏等新型建材使用比例。加快环境基础设施

补短板，创新设立生态环保基金推进项目建

设，全省城市 ( 县城)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达 98. 24%，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达

99. 31%，2025 年 将 基 本 实 现 原 生 生 活 垃 圾

“零填埋”、县域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全覆盖。

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纵深推进农村厕所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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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持续加强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

升，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三、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

断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

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强调协同

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

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习近平总书记

要求贵州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

向，不断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

章。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

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大力推进产业生态化、生

态产业化，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 “六大产业

基地”建设，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

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

绿色经济占比达到 45%。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坚持高端化、绿

色化、集约化方向，深入实施绿色经济倍增计

划和绿色制造专项行动，推进资源全面节约、

集约、循环利用，不断提高发展 “含绿量”、

降低“含碳量”。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坚决遏制 “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倒逼

重点行业绿色化、清洁化改造，单位地区生产

总值能耗持续下降。立足 “以煤为主”省情，

坚持先立后破，大力推进煤炭产业结构战略性

调整，推动规模化、智能化发展，组建贵州能

源集团，优化资源配置，推进新能源与煤炭优

化组合，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打造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大力推动磷煤化工、

铝和锰加工等向精深加工发展，推进磷石膏、

锰渣、赤泥等重点工业固废治理技术攻关，提

高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水平，建设全国重

要的资源精深加工基地。出台实施赤水河流域

酱香白酒产区保护规划、生产环境保护条例和

产业规范发展意见，推进酱香白酒产业转型

发展、高质量发展，打造全国重要的白酒生

产基地。加快交通运输方式绿色低碳 转 型，

大力推进水运体系和普速铁路网建设，提高

水运、铁路货运量，推动运输能耗和物流成

本 “双降”。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深入推进数字

经济发展创新区建设，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

遇，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

化治理，紧盯“数据”和 “算力”两大核心，

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大力

推动“东数西算”，加快建设贵阳大数据科创

城，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发挥资源

优势，打造新能源动力电池及材料研发生产基

地，过去 3 年新能源电池及材料产业总产值年

均增长 102%，成为绿色发展的重要支点。依

托“三线”建设重点企业，大力发展航空航

天等装备制造产业，配套发展国防科工，加快

建设全国重要的产业备份基地。

发展生态环境优势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山

地特色高效农业强省，实施粮油生产、储备、

加工能力提升三大行动，大力发展 12 个农业

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强化

土壤污染防治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动绿色

农产品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围绕打

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依托良好生态、凉爽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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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多彩文化等独特优势，聚焦资源、客源、

服务三大要素，大力实施市场主体培育行动、

业态升级行动、服务质量提升行动、项目提质

增效攻坚行动，坚持市场化方式举办国际山地

旅游大会和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多措并举

推动旅游业全面复苏。推动康养产业高质量发

展，做大做强避暑康养、医药康养、温泉康

养、运动康养、旅居康养、森林康养产业，打

造国内一流度假康养目的地。

四、加快构建具有贵州特色的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推动绿色发展，

建设 生 态 文 明，重 在 建 章 立 制，要 求 贵 州

“在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先行先

试”。我们坚持以制度创新推进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建设，切实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

保护生态环境。

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实施 100 多项生

态文明制度改革，30 项改革成果列入国家推

广清单。率先发布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技术

规范，推进林业碳汇 ( 碳票) 保险试点，加

快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率先出台生态

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开展自然资源资

产离任审计，连续 6 年对所有市州党委、政府

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率先建立跨

云贵川三省的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积极为全国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强化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完善生态环境保

护地方法规体系，率先出台 《贵州省生态文

明建设促进条例》，配套出台 30 余部地方法

规。率先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革试点，建

立完善担责追责体制机制。扎实开展省级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执法，设置环境保护法庭、成立

生态环境保护检察机构，公检法环境资源专门

机构实现全覆盖。

加强生态文化培育。创新方式办好生态文

明贵阳国际论坛，成为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展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国际性平

台。连续七年举办贵州生态日活动，常态化推

动五级干部植树增绿、五级河长巡河护绿，营

造生态文明建设浓厚氛围。深入开展绿色机

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创建，加

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让绿

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等成

为习惯，推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风尚在贵

州大地蔚然成风。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

未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聚焦 “在生态文明

建设上出新绩”的更高要求，坚决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牢牢守好发展和生

态两条底线，坚持以高水平生态建设推动高质

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加快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建设的

多彩贵州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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