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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聚焦““生态美生态美”” 交出人民满意的绿色答卷交出人民满意的绿色答卷

秀美涟江入城来

风吹稻花香两岸

涟江花海踏歌声

美丽好花红快乐游

□ 胡本贵

好花红故乡——贵州惠水，是涟

江河畔一座清灵秀美的小城，已屹立

千年。县志载：“惠水山川秀丽，秀甲

黔中。”惠水取“美丽惠民之水”而得

名。自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设清

兰县，时至今日，惠水已走过1300多

年的风雨历程。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好则发展

好。近年来，惠水县认真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聚焦“生态美”，着力把生态

文明建设融入推进惠水跨越发展中，

让好花红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让绿色成为惠水发展最鲜明的底色，

向全县广大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生

态答卷。

优化绿色设计

五十年如一日，王佑镇新然村七

旬布依族老人韦小白沿着老豹山，察

看树木长势、捡拾垃圾，用双脚丈量着

附近的99个山头。“看好保命树，就是

保护我们自己”是他日夜巡山护林的

不竭动力。

保护生态环境，爱护城市家园，已

经成为惠水绝大多数市民的共识。

建设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先行。

围绕实现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

进，惠水精心设计、高效统筹，用最严

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

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以强化生

态文明建设制度约束，进一步倒逼创

新驱动绿色发展，陆续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措施，逐步构筑起行之有效的

“制度堡垒”。

惠水成立了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

组和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县委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县委、县政府主

要领导担任组长、副组长。县委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生态文明体制

机制改革专项小组，明确县发改局作

为全县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任务的

牵头单位，负责统筹协调推进全县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领域各工作。

惠水在2014年印发《关于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涟江坝

区耕地保护的实施意见》的基础上，将

完善耕地保护制度、建立城乡环保一

体化运行机制、建立生态考核制度、建

立森林覆盖率年度检查审计制度等制

度建设列入深改事项，并同步研究制

定《惠水县定期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和

环境保护制度》，印发了《惠水县水生

态文明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惠水县

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年度实施方案》

《惠水县2017年水污染防治实施方

案》《惠水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惠

水县空气质量提升专项整改工作方

案》《惠水县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

案》等文件。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不是印

在纸上、挂在墙上，而是要让绿色生态

“新标尺”切实成为领导干部铭记于心

的行为规范。

为此，惠水不断健全完善生态文

明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对10个

镇（街道）实行绿色绩效考核评价，构

建县、镇、村、组四级生态文明建设责

任体系。分别研究制定并印发实施

《惠水县生态绩效考核办法》《惠水县

森林覆盖率年度检查审计制度》《惠水

县生态环境损害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

行办法》等系列考核办法及制度，领导

干部政绩考核与生态环境指标挂钩，

纳入县级考核指标体系，依据考核结

果进行激励和惩罚，生态文明建设逐

步成为考核领导干部的“指挥棒”。

如今的惠水，蓝天白云辉映相伴，

城镇乡村绿色环绕，江河湖泊碧波粼

粼。守住生态底线，从战略和全局的

高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美

丽与发展共赢，已浸融在惠水人民的

血液里、骨子里，体现在纲举目张的决

策中、实践中。惠水正走出一条机制

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绿色发

展新路子。

建设绿色家园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

天也是幸福。近年来，惠水在深入开

展“蓝天、青山、碧水、净土”行动中，建

成一批生态环境设施及项目，民生热

点、难点得到有效解决。其中，县城污

水处理二期、米丹污水处理站及好花

红污水处理站分别建成投入运营，涟

江胜景（公园）一期建成开放。城北

城市综合管廊、涟江河道（南段、北段）

等项目加快推进，生态城市基础全面

夯实。

入夏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惠

水人在朋友圈晒得最多的是“惠水

蓝”，湛蓝的天空让人忍不住拍照记

录。屡屡刷屏的“惠水蓝”与人民群众

的由衷点赞，正是惠水蓝天保卫战初

战告捷的精彩缩影。

消除人民群众的“心肺之患”，让

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是生态惠水的应有之义。近年来，

惠水以改善空气质量为核心，以降低

污染物排放为主线，统筹兼顾、标本兼

治，全力打赢蓝天保卫战。攻坚重点

领域，加强工业、城建、交通等重点行

业的治理。攻坚重点时段，加强重污

染天气、节假日、夜间等重点时段治

理。攻坚重点区域，加强主城区、产业

集聚区、城乡接合部等重点区域治理，

使人民群众的蓝天幸福感不断增强，

涟江大地蓝天常在、白云常驻。

美丽的涟江河穿城而过，宽广的

涟江大坝瓜果飘香，勾勒出乡村振兴

的美丽图景。为构建和谐的水生态，

惠水大力实施“碧水行动”，严格执行

“水十条”“土十条”“气十条”，抓实中

央环保大督察问题整改，全面推行“河

长制”，设立县、镇、村三级“河长”366

名，覆盖河流34条、水库25座。涟江

河流域保护列入立法计划。实施涟江

河流域保护与治理“三年行动计划”，

启动涟江河南段河道治理工程。全面

启动6个镇级污水处理厂建设，新建、

维修、完善污水处理厂5座，铺设城区

截污主管网7.1公里，县城污水日处理

能力达2.95万吨，城镇污水处理率达

86.5%。完成6个镇1000人以上饮用

水源地规范化建设，集中饮用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达100%。

青山滴翠，绿意萦绕，夏日的惠水

演绎着高海拔低纬度的“绿色诱惑”。

近年来，惠水厚植生态文明建设土壤，

2017年，全面完成“绿色贵州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目标任务，新增营造林

6.5万亩，完成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

2.5万亩，全县森林覆盖率达59.3%。

同时，大力实施城市覆绿工程，全面落

实耕地保护制度，实行“坝长”分级负

责制，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成涟江坝

区耕地保护监控系统，实现全时段、全

天候、全方位实时监控。

平畴沃野，大地生金。近年来，惠

水扎实推进“净土行动”，大力推进农

业农村污染整治、新农村环境综合治

理污水处理工程、生态循环农业示范

基地等。同时，认真抓好畜禽养殖废

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等专项整治，

严格化肥、农药使用，坚决杜绝污染

大、残留高的农药进入农田；完善城乡

垃圾收集处理设施，还大地以休养生

息的根基。

清晨的好花红广场，晨练的人们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惬意地享受着山

水田园城市的迷人景色。近年来，惠

水大力推进低碳城市建设，不断完善

城市慢行系统，构建绿色交通体系。

推广使用天然气，实现镇（街道）供气

全覆盖。不断加大城市干道、涟江河

两岸、园区、村庄、公园的绿化美化。

同时，开展城市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提

升城区环卫保洁水平，完成餐厨垃圾、

建筑垃圾和园林垃圾专营处置场所建

设，加快完善环保设施，实现城镇污垃

项目全覆盖。

雨后的好花红村，夹杂着湿润与

泥土芬芳的清新自然之气扑面而来，

宽阔整洁的道路被雨水冲刷得一尘不

染，绿树成荫，繁花映衬。作为惠水的

一张靓丽名片，好花红乡村旅游景区，

正以其“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焕发

出勃勃生机。

坚持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总要求，惠水大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美丽乡村提升工程。

科学制定全县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全

面完成以行政村为单位覆盖到30户

以上农村居民点的乡村规划编制，完

善各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村庄风貌

等专项子规划。编制完成村庄土地利

用规划，严格农村建房管理，通过“两

规合一”引导农村建房、居住向村庄集

中，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全

力打造“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

建成了一批设施完善、产业兴旺、生态

良好、环境优美、美丽独特的居家安业

美丽乡村。

一系列有效措施的实施，使惠水

县的生态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山青了，水绿了，人居环境改善

了。如今，惠水县绿色屏障不断巩固，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先后荣

获了“中国生态魅力县”“中国百佳深

呼吸小城”等10余项荣誉称号。

发展绿色经济

“在这里工作离家近，每天下来有

60到80块钱的收入。”正在田里种植

马尼拉草皮的惠水县涟江街道杨番村

村民陈德琴说。

5月28日，在涟江街道花卉苗木

种植区，很多当地务工群众正忙碌着，

有的在种植花卉幼苗，有的在平整土

地，有的在管护花卉苗木……

“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平均每

天至少需要3人打理花卉。”美之芗花

卉基地负责人陈女士介绍说，该基地

种植面积13亩，主要种植盆花和草

花，有10多个品种。

近年来，惠水县涟江街道依托雅

羊田坝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及当

地浓郁的民俗文化氛围，规划了涟江

河沿线农业生态观光旅游带；并紧紧

抓住贵阳白云、乌当等地区花卉苗木

产业转移的契机，采取多种方式招商，

先后与数十家农业企业进行洽谈，引

进投资大、见效快、带动力强的农业企

业落户，共同建设涟江现代生态农业

花卉苗木基地。

目前，基地已有89家农业企业入

驻，总投资5亿元，打造成型3100亩，

建立起了种植和展示为一体的花卉苗

木基地。通过土地流转经营花卉苗木

产业，实现了项目区劳动力的转移和再

就业，有效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惠水不断构

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

的生态经济体系。把“绿色+”融入经

济行业发展方方面面，绿色农产品“泉

涌”出山，旅游业实现“井喷式”增

长，百鸟河数字小镇大数据产业风生

水起。

惠水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严格执行产业准入负面

清单。深入实施“绿色经济倍增计

划”，围绕“大生态十大工程包”，大力

发展生态利用型、循环高效型、低碳清

洁型、环境治理型为核心的大生态产

业，力争2018年发展绿色示范企业2

家以上，绿色经济“四型”产业增加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40%左右。

“转型升级”“绿色循环低碳经济”

等成为惠水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词。

以环境容量为红线，优化调整产业结

构和布局，加快发展山地旅游、现代山

地特色高效农业等山地产业，积极发

展绿色水产养殖、温泉养生、IT等产

业。鼓励发展循环高效型产业，加强

大宗废弃物、农作物秸秆等综合利用，

实现资源高效循环利用。

在发展绿色经济的同时，惠水大

力培育绿色文化，让绿色文化真正

“绿”在人民群众的具体行动中、“绿”

在衣食住行的点点滴滴上。倡导绿色

生活方式，提倡勤俭节约、绿色低碳、

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广

泛开展绿色企业、绿色学校、绿色社

区、绿色家庭创建活动。积极开展生

态文明宣传活动，增加市民参与感。

多年来，惠水坚持开展“义务植树”“绿

色清明、文明祭祀”“6·18”贵州生态日

等生态文明宣传活动，引导市民积极

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开展生态文明志

愿服务活动，激发市民认同感。围绕

环保政策法规、野生动物保护、文明祭

祀、辐射安全、垃圾分类等，开展广泛

宣传服务活动。

从“大地披绿”到“身边增绿”和

“心中播绿”，惠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稳

步推进极大增加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绿色打底，理念刷新，聚力前行。

惠水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继续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再上新台阶。

（本文配图由贵州惠水县全媒体

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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