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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曾 平

□ 田洪波

铜仁市地处黔湘渝三省接合部、

武陵山区腹地，是贵州向东开放的门

户和桥头堡，自古有“黔中各郡邑、独

美于铜仁”的美誉。铜仁是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市、首批国家智慧城市

试点市、贵州省认定的绿色发展先行

示范区，是一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

城市。

党的十八大以来，铜仁市切实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

态环境”发展理念和坚决守住“生态和

发展”两条底线要求，认真贯彻中央和

省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文件精神，紧贴

贵州省对铜仁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的

定位，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

断建立完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着力

念好“山字经”、做好“水文章”、打好

“生态牌”，奋力创建绿色发展先行示

范区，在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同时，实

现了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

强化统筹联动规划引领
加强生态保护

铜仁市委、市政府成立了由市委

书记、市长共同担任组长的生态文明

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发改

委，研究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创建绿色

发展先行示范区）年度工作要点和重

点领域、重要事项责任分工方案，加强

督促检查和调度，形成了横到边、纵到

底的工作机制，汇聚了市直部门和区

县的工作合力，为深入推进绿色先行

示范区创建提供了组织保障。

为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铜仁市

近年来编制完成了《铜仁市生态文明

建设规划（2016-2025）》《铜仁市创建

新时代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规划

（2017-2020）》《铜仁市生态补偿示范

区建设规划》《铜仁市生态文明建设规

（2016-2025）》《铜仁市“十三五”大健

康医药产业发展规划》《铜仁市应对气

候变化规划（2016-2020）》《铜仁土地

整治规划(2016-2020)》《铜仁市全域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铜仁市汞行业发

展规划（2018-2025）》《铜仁市锰行业

发展规（2018-2025）》等规划，并衔接

配套，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体系，

为进一步准确定位、高位引领生态文

明建设以及创建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

工作提供支撑。

铜仁市以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为契

机，切实完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大力

推进重点流域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整

治、重金属污染治理、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等重点工程，积极推进国家土壤污

染综合示范区建设，使当地环境质量

明显改善并持续提升。截至2019年5

月底，铜仁市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

（国控点）优良天数比例为88.7%，环

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4.5%；7

个国家“水十条”考核断面优良率为

100%，14个省“水十条”考核断面优

良率为100%；中心城区饮用水水质达

标率100%，县级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为97.1%；全市森林覆

盖率预测达64.5%以上。

目前，铜仁市已建自然保护区7

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个、省

级自然保护区2个、县级自然保护区2

个，国家级湿地公园9个、省级湿地公

园1个。建成省级森林公园10个、风

景名胜区10个。其中，国家级3个、省

级7个，国家级地质公园2个，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10个。自然保

护地面积274,794公顷，占全市国土

总面积的15.26%，形成了较为完备的

自然保护地生态空间网络格局。

铜仁坚持以实施退耕还林、天然

林保护、石漠化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

工程为抓手，加快推进“绿色铜仁”建

设，启动实施通道绿化、裸露山体生态

修复治理，大力开展以绿道、绿水、绿

城、绿园、绿景、绿村为重点的全域绿

化“六绿”三年攻坚行动，森林、水土等

资源得到有效保护，为构筑长江上游

生态屏障发挥了积极作用。16年来，

已累计完成“六绿”面积204万亩，实

施退耕还林还草113.599万亩，治理

石漠化面积541平方公里，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平381.51方公里，全市森林

面积达1623万亩。湿地面积23,260

公顷，占全市国土总面积的1.29%，湿

地保护率达46.36%。绿色已成为铜

仁的本色，天蓝、水清、地净、山青的美

丽铜仁正在逐步实现。

强化绿色发展相关制度
建设

铜仁市依托生态环境优势，加快

生态产业发展布局。全力推进生态

茶、中药材、生态畜牧、蔬果、油茶、

食用菌“六大”主导产业发展，已投产

茶园达到 125 万亩、果园总面积达

99.7 万亩、食用菌生产 2.29 亿棒/万

亩，共创建省级以上畜禽养殖标准化

示范场23个。同时，围绕提质增效、

绿色改造，积极推动工业转型升级，

2018 年实施千企改造项目 206 个。

其中，新启动千企改造企业109户项

目 113 个，完成投资 127.22 亿元。

2018年旅游业实现持续“井喷式”增

长，旅客人数和旅游收入分别增长

48.1%、36.3%。

铜仁市大力开展绿色产品认证，

已获地理标志产品14件。其中，梵净

山翠峰茶获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为铜仁地区获批的第一

件地理标志产品。全市累计有机产品

认证企业达105家，有150张认证证

书，认证面积 7346.71 公顷，产量达

21,597.668吨、产值34,560.32万元。

截至5月底，贵州省认证行政监

管平台显示，铜仁市有机产品认证证

书数居全省第二位。

目前，铜仁市完成全市产业准入

负面清单编制及江口、石阡、印江、沿

河四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县产业准入

负面清单编制，并实施重要生态保护

区域红线管理。铜仁市先后制定出台

《铜仁市全面深化改革先行启动36项

行动——健全生态文明建设机制实施

方案》《铜仁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奋力

创建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的意见》《铜

仁市贯彻落实<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贵州）实施方案>任务分工方案》，并

按年度制定创建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

工作要点，将各项任务逐项分解，明确

责任单位和时限。

同时，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城乡生

活垃圾污水治理、河长巡河、环保督

察、生态环境损害问责，推行环境污染

第三方治理、实体经济三年攻坚行动、

节约用水、生态修复，推进“厕所革命”

三年行动、“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小康

行动、乌江、沅江水环境综合治理，对

生活垃圾分类、乡村振兴等方案进行

细化，及时建立相关的工作机制，并大

力推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工作，为铜

仁市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制

度保障。

通过实施《铜仁市生态文明建设

（创建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目标评价

考核办法》考核，引导各地各部门，特

别是地方党政“一把手”践行绿色发

展、推动绿色发展。

铜仁市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

成效成为具有铜仁特色的“国家标

准”。中国·梵净山生态养生综合指数

逐步成为全国生态养生“国家标准”。

2016年~2018年连续 3年发布了中

国·梵净山生态养生综合指数，指数主

要从生态资源禀赋、健康养生产业、基

础设施配套和可持续发展等维度，直

观显示泛梵净山地区“绿水青山变金

山银山”的探索实践，为外界深度了解

铜仁提供一个全新的窗口。

铜仁市认真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坚决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

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市人大相继出台

了《铜仁市锦江河保护条例》《铜仁市

梵净山保护条例》；沿河自治县出台了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乌江沿岸生态环

境保护条例》，为生态环境保护建立了

刚性约束。铜仁公检法等机关制定出

台了《全市法院环境资源案件审判工

作方案》《铜仁市环保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联动工作机制的通知》《全市公安

机关依法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资源违法

犯罪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等文件，始终

把执法办案作为守住生态与发展两条

底线的基本途径，严厉打击破坏环境

和资源的犯罪，将保障依法治理生态

环境落到实处。

绿色生活理念促发“绿
色铜仁好声音”

铜仁市积极利用各种平台大力宣

传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引导人民群众

树立绿色生活理念，不断发出“绿色铜

仁好声音”。近年来，铜仁市举办了生

态文明主题论坛、全国生态保护与修

复经验交流现场会，展示了铜仁市生

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创

建的成果，并连续举办“贵州生态日”

系列活动，广泛开展巡河、巡山、巡城、

创建新时代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宣传“十进活动”、

创建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万人签名宣

誓、世界环境日宣传、全国节能宣传周

（全国低碳日）宣传、“世界湿地日”宣

传、“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宣传、防

洪抢险与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演练等活

动，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态文明

素养和共创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的自

觉意识。

铜仁积极打造碧江龙舟、万山鼟

锣、江口金钱杆、石阡毛龙、印江书法、

思南花灯、德江傩戏、沿河土家山歌等

特色生态文化品牌，基本形成了“一县

一品”的生态文化品牌。全力推进博

物馆、文化艺术中心、乡愁馆等文化平

台建设，一批弘扬绿色文化的重要平

台不断兴起。

铜仁市还举办了中华传统龙舟

赛、万山国家风筝节、环梵净山国际自

行车邀请赛、梵净山微型马拉松等大

型赛事，积极参与多彩贵州网“美丽贵

州·美好生活”作品征集，并成为全省

参赛和获奖作品最多的市州，多方面

多角度展示铜仁创建绿色发展先行示

范区成果；在媒体平台持续优化开设

了“生态铜仁·和谐家园”“走向生态文

明新时代”“坚守两条底线 建设绿色

铜仁”“生态文明新观察”“绿色引领 建

设‘一区五地’”等各具特色的子栏目，

策划推出了《武陵深处见桃源——铜仁

市生态文明建设综述》《思南以全域旅

游引领绿色发展》《绿色铜仁靓眼 生态

铜仁崛起 铜仁市“六绿”攻坚厚植绿色

屏障》等主题新闻稿件，在《人民日报》、

新华社、《中国改革报》《中国日报》、中

央电视台等中央主流媒体刊发（播）了

各类生态文明新闻稿件。

如今，铜仁市提前超额完成了贵州

省下达的“十三五”二氧化碳排放、能源

消耗强度和总量“双控”目标任务，

2017年铜仁市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

考核、能源消耗和强度“双控”以及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考核均位列全省前列，并

分别被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

和省人民政府全省通报表扬。

铜仁市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

不断上升。据省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

组的通报，铜仁市2017年度生态环境

满意度为87.3%，较上年提升了5.25

个百分点，位列全省第一名。

铜仁市承办了生态文明贵阳国际

论坛2018年年会、绿色生态产业—生

物技术发展及应用主题论坛、2018中

国梵净山生态文明与佛教论坛、2018

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铜仁分

论坛、2018梵净山国际天然饮用水博

览会、2018首届贵州梵净山国际抹茶

文化节，向国内外专家学者及企业宣

传展示了铜仁市绿色产业发展成果。

2018年，全国发改系统生态保护

与修复经验交流会现场会在铜仁召

开，会议展示了铜仁市近年来生态修

复取得的成果。近年来，贵州全省

100个旅游景区建设暨旅游扶贫现场

会、文化产业项目观摩会、小城镇建设

大会、大健康医药产业发展大会、绿色

贵州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观摩推进会、

“民心党建”工程助推脱贫攻坚理论研

讨会等相继在铜仁市召开。

铜仁市编制实施的《铜仁市创建

生态补偿示范区规划》荣获国家发改

委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成为全国唯

一获此殊荣的市州。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发行了《铜仁市创建绿色发展先

行示范区规划研究》。铜仁市在全省

率先制定出台《铜仁市2016年林业生

态补偿脱贫实施方案》，凭借“林业生

态补偿脱贫”典型案例荣获“中国扶

贫·政府创新奖”。

此外，铜仁市江口县成功申报为

全国第三个、西南片区首个“碳汇城

市”，举办了第七届“绿化祖国·低碳行

动”植树节启动仪式暨碳汇城市授牌

活动，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向江口县

政府正式授牌。

梵净山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成为我国第53处世界遗产和第13处

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自然保护区、石

阡佛顶山自然保护区相继在2017年、

2018年荣获“中国天然氧吧”称号。

大龙经济开发区被工信部列为第八批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石阡

佛顶山成功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石阡鸳鸯湖国家湿地公园顺利通

过国家验收并授牌，碧江、万山长寿

湖、江口、思南白鹭湖、德江白果坨、沿

河乌江6个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建设通

过国家验收。石阡县先后成功申报

命名为“中国温泉之乡”“中国长寿之

乡”，江口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思南白

鹭湖国家湿地公园荣获首批“全国森

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梵净东麓

森林康养基地成功入选首批“省级森

林康养基地试点”，梵净山、麻阳河、佛

顶山等9处被评定为贵州省生态地

标，梵净山、佛顶山被评为“中国天然

氧吧”。

铜仁市出台《关于在全市开展农

村“垃圾兑换银行”试点工作的通

知》。江口县快场村的“垃圾兑换超

市”入选澳门2019年“澳门国际环保

合作发展论坛及展览”贵州馆展示内

容，亮相世界舞台，引发现场观众广泛

关注。铜仁德江县一中和万山区人民

医院成功创建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

范单位，沿河县官舟中学、玉屏县田坪

中学、思南县大坝场中学、石阡县坪山

小学等4所学校获得贵州省“绿色学

校”称号。

（本文图片由铜仁市发改委提供）

创 建 绿 色 发 展 的 黔 东 门 户创 建 绿 色 发 展 的 黔 东 门 户
——贵州省铜仁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纪实

贵州印江云上居森林康养基地

梵净绿茶飘香

江口美丽侗寨寨沙

万山多彩乡村——大树林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