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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云南：实干奋进，勇闯跨越式发展之路
|非 |凡 |十 |年 |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
次考察云南，作出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云
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
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
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好中
国梦的云南篇章”，为云南发展指明了前
进方向。云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
殷嘱托，践行新发展理念，实干奋进，迈
出高质量发展坚定步伐，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让各族群众都过上好日子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贡
山县独龙江乡群众回信中说：“让各族群
众都过上好日子，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也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
份，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
1563万人，占全省三分之一。独龙江乡
巨变是10年来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发展的
一个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落实精准方
略，集中力量攻坚克难，构建大扶贫格局，
打赢了脱贫攻坚这场硬仗，933万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8502个贫困村全部出
列，8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50万人易地
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完
成脱贫任务后，云南努力推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云南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创建活动，有11个州市、84个单位被命
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各民
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纽带更加牢固。

11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生产
生活发生巨变，实现了“一步跨千年”。
现在，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群众走
向开放、包容、发展的新生活，他们中的
许多人从以往不知做生意为何物，到现
在能通过电商把产品卖到全国。

5个少数民族自治州进入高铁时代、
民族地区行政村100%通硬化路、4G网
络宽带全覆盖……现代生活方式已进入
广大民族地区。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
考察时强调：“要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驰而不息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三大保卫战。”

2021年，一群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
野生亚洲象一路向北，最终在人们悉心
照料下平安回归原栖息地。今年初，西
双版纳野象谷大象医生保明伟发现，活
动在野象谷的4个象群有了6头新生小
象。截至2021年底，云南野生亚洲象种
群数量为360头左右，比2018年调查时的
293头增长60多头。云南省林草局负责
人说，野象数量恢复增长，是云南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案例。

云南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道路，推动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齐
头并进。

天更蓝了。云南调整优化产业、能
源、运输、用地结构，全面完成“散乱污”企
业整治、小锅炉淘汰任务，提前淘汰近15
万辆黄标车，全省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保持在98%以上。

水更清了。“滇池水质越来越好了。”
这是许多昆明市民的感受。与2012年
相比，2021年滇池草海、外海以及星云
湖均实现脱劣。

地更绿了。云南全面加强土壤污染
源头防控，全省受污染耕地、重点建设用
地安全利用率分别达90%和100%，连续
4年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全省
森林面积达3.7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
65.04%、森林蓄积量达20.67亿立方米，
三项指标均位居全国前列。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云南全省
90%的重要生态系统、80%的国家重点
保护陆生野生动植物得到有效保护……

云南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农业绿色
崛起、文旅产业绿色升级。“十三五”期
间 ，单 位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能 耗 下 降
14.56%，碳排放强度降低24.72%。绿色
能源跃居云南第一支柱产业。

努力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
考察时强调，云南“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
家重大发展战略，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

加快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国际大通道建
设步伐”。

云南以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
设统揽对外开放工作，主动参与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中南半岛经济
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持续推
进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对外开放的
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中国（云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形成46项全国首创制度创新
成果、昆明市托管西双版纳州磨憨镇共
同建设国际口岸城市……

10年来，云南“八出省五出境”铁路
网持续完善，“七出省五出境”高速公路
网基本成型，高速公路总里程突破1万公
里，是2012年的3.4倍，中越、中老、中缅
国际大通道高速公路境内段全线贯通，
云南与南亚东南亚通航城市数量居全国
第一，中缅油气管道投产运营，建成13条
跨境电力联网通道，澜沧江—湄公河“黄
金水道”作用凸显。

建设辐射中心，增强自身辐射能力
是基础。10年来，云南奋力推进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全省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
施建设等取得显著进步。从2012年到
2021年，云南经济总量从1.1万亿元增长
到2.71万亿元。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云
南各族干部群众正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上，努力描绘更加美好的多彩画卷。

（据新华社昆明8月3日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
次深入贵州考察调研，参加全国人代会
贵州代表团审议和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
表团讨论，要求贵州“守住发展和生态两
条底线，培植后发优势，奋力后发赶超，
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
省份的发展新路”“努力开创百姓富、生
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贵
州创新发展思路，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
问题，综合实力显著提升，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好日子是干出来的

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遵
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考察时指出，

“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贫困并不可怕，只要
有信心、有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坚持基础设
施建设先行，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发展农
业产业，以超常规举措攻贫中之贫、艰中
之艰，短短8年实现900多万人脱贫。

这10年里，贵州923万人脱贫、192
万人搬出大山；实现村村通沥青（水泥）
路、村村通客运和组组通硬化路，解决了
1200万农村群众出行不便问题；实施农
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解决了741万
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贵州省单体规模最大的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毕节市七星关区柏杨林街道，
容纳搬迁人口超过2.9万人、下设5个搬
迁社区。为让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
业、逐步能致富”，安置点配套建设了2所
幼儿园、2所小学、1所中学、1个卫生院、
6个扶贫车间，街道附近的工业园区也能
提供大量就业岗位。

实现小康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

点。贵州严格落实过渡期“四个不摘”要
求，大力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深
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2021年《贵州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五年行动方案》及系列配套文件出台，全
面启动实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
展乡村产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推
进乡风文明、加强乡村治理“五大行动”。

创新发展思路发挥后发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3月参加全国
人代会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提出，“要创新
发展思路，发挥后发优势”“要树立正确
发展思路，因地制宜选择好发展产业，切
实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
步提升”。

贵州利用“地无三里平”地理劣势背
后喀斯特地貌的潜力，拥抱前沿科技领
域。贵州省平塘县克度镇金科村的大窝
凼，是目前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
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的“栖身地”。已
发现660余颗新脉冲星、进入成果爆发期
的“中国天眼”，极大拓展了人类观察宇

宙视野的极限。
贵州利用“天无三日晴”气候劣势背

后冷凉气候的潜力，结合电力充足、地质
结构稳定等优势，超前部署以数据中心
为代表的新基建。建设重点数据中心25
个、其中超大型数据中心11个，贵州已成
为我国南方数据中心示范基地，也是全球
集聚超大型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

贵州利用“不沿江、不沿海、不沿边”
区位劣势背后“西南腹地”的潜力，着力
建设内陆开放型试验区。随着开放通道
和平台加快建设完善，贵州已逐步成为
西南陆路交通枢纽和内陆开放新高地。
如今，贵州威宁、榕江等地的瓜果蔬菜在
粤港澳大湾区热销，正安县每年有600
多万把吉他销往世界各地。

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
州把大数据作为后发赶超的战略选择和
转型发展的重要支点，奋力耕“云”种“数”。

通过“千企改造”“万企融合”“企业
上云”等专项行动，贵州累计推动2.3万
余户企业上云用云，超8000户实体企业
与大数据进行了深度融合，以互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正成为

贵州后发赶超的新动能。
2021年，贵州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9

万亿元，较2011年增加近2.5倍，城镇、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较2011
年增加1倍以上。

不断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这篇大文章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2月在贵州考
察调研时强调，优良生态环境是贵州最
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要牢固树立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向，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
度，科学推进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不断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
篇大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推进乌江流域生态修复，整治沿
岸磷化工污染，全面禁渔，加强入河排污
口管理。2021年，乌江干流水质达到Ⅱ
类标准，流域水质总体为“优”。

10年来，作为国家首批生态文明试验
区之一，贵州开展了生态空间管控、自然
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自然资源资产负
债表编制、水生态补偿等探索，相继出台
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等近50部法规。
2021年，贵州森林覆盖率达62.12%，中心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98%以上，主要
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100%。

10年来，贵州既用真金白银植“绿”，
也用切实有效的制度创新护“绿”，可分
享的“绿色红利”不断积累，群众获得感
不断增强。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贵州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奋力打造
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样板区、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
地、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和生态文明建设
先行区。 （据新华社贵阳8月2日电）

贵州省毕节
市黔西市新
仁苗族乡化
屋 村 风 貌
（2022年5月
6日摄，无人
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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