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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从习水县土城镇沿赤水河红色
骑行步道逆流而上，道路两旁的绿植旁逸
斜出、相偎相依。在骑行步道上驻足远眺
赤水河，两岸的绿树枝繁叶茂……赤水河
在层林尽染、叠翠流金的秋日里静谧成一
幅美丽画卷。

万山之河积千秋之利，流域保护需尺寸
之功。近年来，习水县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贵州省赤水河流
域保护条例》，把赤水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坚持“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深入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扎
实推进赤水河流域习水段保护治理，全力
提升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赤水河流
域习水段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实现双赢。

渔民退捕上岸 转业转产开启新生活

“我们对赤水河的感情深，祖祖辈辈都
向它讨生活。政策来了，我们反哺上岸，支
持退捕！”近日，从小生活在赤水河边上的
土城镇群峰村村民陈科华谈到赤水河，总
是心怀敬畏、充满感激。

五年前，陈科华积极响应赤水河全面
禁渔退捕号召，告别从事 20多年的赤水河
捕鱼生涯，利用退捕补偿款开始发展养牛
产业，干得有声有色，经过多年发展，他从
渔民摇身一变成了养牛大户。

“以前打鱼风里来雨里去，那种日子不
好过。现在退捕上岸养牛挺好，不用担惊

受怕，干部还给我提供技术支持，一家人的
生活有保障。”提到现在的生活，陈科华满
脸愉悦，他说他要守着赤水河，看着它变得
越来越美。

据了解，自 2016年赤水河实行禁渔令
以来，习水县共有 95位渔民退捕上岸，每
人可拿到 2万元到 2.5万元的退捕补偿金，
在当地发展 50头以上养羊规模有 6户，发
展 20头以上养牛规模的有 8户，发展生猪
养殖 10头以上规模的有 3户，有 6户发展
经果林种植。

企业彰显担当 让绿色成为发展底色

今年 3月 12日，是全国第 43个植树
节，习酒公司在赤水河畔开展 2021年“保
护赤水河·习酒在行动”全员义务植树、植
草活动。

“活动至今连续开展 7年，累计植树 2
万余株，植树、植草面积近 800亩。每次活
动，公司高层和一线员工都会参加，人人都
是主人翁。”习酒公司生态环境保护部负责
人钟星介绍，习酒公司还先后向赤水河投
放鱼苗8万余尾。

保护赤水河对习酒公司而言，不是逢
年过节“秀一波”，而是持续、不断、全方位
推进的系统工程。

2013年，习酒公司投资 1300万元，建
成黄金坪生产废水处理厂 1号系统；2019
年至 2020年，全面开展锅炉“煤改气”，投

资近 4亿元修建污水处理厂，企业排放水
质达Ⅰ类标准。

“习酒公司的排污标准，目前是赤水河
沿岸乃至白酒行业最高标准设计，远超国
家标准。”钟星介绍，近年来，习酒公司还垫
资 1213万元修建习酒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使习酒镇范围内居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处
理。同时，投资近 100万元对“三供一业”
移交政府的职工宿舍生活污水管网进行改
造，确保生活污水得到全面收集处理。

一个企业、一个小镇乃至一段河流，相
较于一个大环境而言，习酒公司做的可能
微不足道，但守住赤水河绿色生态的拳拳
之心，见微知著。

政府多措并举 抓实赤水河流域保护

习水县作为赤水河流域保护的主阵地
之一，始终把赤水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扛在肩上。

近年来，该县坚持以打造“四河四带”为
主线，强化流域环境监管力度，从法治建设
着手抓流域保护，从清洁生产着手抓节约发
展，从执法监察着手抓防污治污，从源头管
控着手抓持续发展，通过引入环境污染第三
方治理模式、全面落实流域河（湖）长制等方
式，扎实推进赤水河流域习水段的保护治理
工作。经过持续不断地治理和保护，如今的
赤水河流域习水段愈发出众美丽。

“引资约 4.8亿元，实施‘治污治水·洁

净家园’攻坚行动，实现生活污水处理全覆
盖、乡（镇、街道）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全覆
盖；清理整顿流域沿线违建项目，拆除小水
电站 24座，推进重点流域生态修复，实现
还水于河、还岸于河、还绿于河。”遵义市生
态环境局习水分局的一名干部回顾过去五
年习水保护赤水河所做的工作时，不禁感
叹道：“只有保护好这赤水河的一河清水，
才能保住习水的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有效保护
赤水河生态环境的同时，该县立足赤水河
酱香白酒产业基地核心区得天独厚的优
势，深入实施“酒旅并举·富民强县”发展战
略，全力推动以白酒产业为主导的工业经
济高质量发展。“十三五”期间，习水实现全
面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跻身
中国西部百强县、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县的“两全、一强、一示范”四大成就；
赤水河流域生态红利不断释放，形成以习
水酱香白酒工业、赤水河谷旅游产业、白酒
行业上下游产业的产业圈；同时，以遵义都
市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成渝经济圈，不
断壮大产业链、融入供应链、服务生活链，
推动一二三产实现融合发展。

“保护赤水河，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这样简单而深刻的观点，这几年已经成为
了赤水河流域习水沿线老百姓的共识。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如今，赤
水河流域习水段内的森林覆盖率逐年提升，
赤水河水质稳步提升，适宜长江上游珍稀特
有鱼类生存繁衍和名优白酒生产发展的水环
境得到较大改善。如今的赤水河流域习水
段，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壮丽新
画卷正在习水大地徐徐展开。 （罗利飞）

习水：坚持生态优先 推动绿色发展

近年来，仁怀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贯
彻新发展理念，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之以恒狠抓赤
水河流域仁怀段生态保护治理工作，牢牢
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在当好遵义市
县域经济“领头羊”的同时，全力以赴建设
美丽仁怀，守护绿水青山，筑牢白酒产业发
展生命线。

坚持问题导向，压实三级河长职责

围绕把赤水河流域仁怀段建成“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全国示范河以及
实现河道范围内污水无直排、水域无障碍、
河面无垃圾、堤岸无损毁、河底无淤积、绿
化无破坏、无违章搭建及非法畜禽养殖“七
无”的目标，仁怀市每年制定印发《赤水河
（仁怀段）河长制工作方案》，及时组织开展
“一河一策”“一河一考”工作，进一步将工
作任务分解到部门、乡镇和村居，压实 30
名县级河长、152名镇级河长、219名村级
河长责任，织牢全面落实赤水河流域仁怀
段河长制责任的工作网，确保赤水河流域
仁怀段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有人问、有人管、
有人干。

仁怀市以赤水河生态保护治理为着力
点,紧盯流域内水源地保护、“四乱”治理、

水域岸线管控、白酒废水排放、农业面源污
染等重点内容，在赤水河流域仁怀段干流
及支流溪沟常态化开展巡河护河，2020年
市、镇、村三级河长参与巡河1.2万余次，发
现问题 2107个，已全部整改到位，扎实推
动赤水河水域岸线管理、水资源保护、水污
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工作。

2020年，仁怀市政协分别组织发展改
革、水务、生态环境等部门在赤水河流域仁
怀段开展季度巡河 4次，陪同省政协、遵义
市政协领导巡河 2次，联合习水县开展赤
水河仁怀段、习水段互派河长巡河 1次。
2020年 11月 18日至 20日，赤水河流域仁
怀段示范河湖建设最终以 99.5分的成绩，
通过水利部河湖保护中心组织的国家级
验收，实现全国首批示范河湖建设“榜上
有名”。

加强修复治理，大投资保护大生态

赤水河在仁怀境内蜿蜒 95公里，孕育
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造就了
全省第一个“双千亿”强县。仁怀始终把治
理白酒工业废水和城镇生活污水作为赤水
河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不断加大生
态保护资金投入力度，通过实施“一企一
策”生态环保整改、新建和改扩建污水处理

厂等举措，切实保护赤水河流域仁怀段生
态环境。

自 2016年以来，仁怀市先后建成 8座
白酒废水集中连片治理设施，白酒废水日
处理能力达2.813万立方米，建成了废水收
集管网 46公里。建成 24座城镇生活污水
处理厂，设计日处理规模达 11.91万立方
米，实现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全覆盖。建
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厂 24座，设计日处理
规模 4.04万立方米。2020年，该市集中式
饮用水源地水质保持100%达标；地表水监
测断面 100%达标，其中，赤水河流域仁怀
段四个监测断面全部达到或优于功能区水
质标准，一座座污水处理厂也为赤水河生
态保护筑牢了保障网。

守住生态底线，守护蓝天碧水净土

在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仁怀始
终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持续开
展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土壤及固废
污染治理，坚决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让绿水青山画卷铺得更宽。

为防治大气污染，仁怀市大力实施白
酒企业“煤改气、煤改电”工程，完成“煤
改气”工程 318家，仁怀经开区、名酒工业
园区企业全面使用清洁能源；为保护白

酒产业链条的上游产业，该市强化土壤
及固废污染治理，全面调查农用地疑似
污染地块现场核查和建设项目用地土壤
污染状况，完成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
划分，广泛开展农村面源污染治理，让农
村秀美亮丽。

此外，仁怀市严格管控各类开发建设
活动“准入关”，杜绝“高污染、高耗能”项目
进驻仁怀，充分利用“12369”环保举报热线
和“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及时获取突发环

境事件信息，加强工业园区生态环保监管，
以“零容忍”态度从严查处企业偷排漏排违
法行为，对违法排污企业严查重处，持续巩
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创建成果。

赤水河流域仁怀段经济协调发展，美
农村富百姓的生态观光农业、林下经济、循
环经济、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朝阳产业，逐步
构建了“经济与生态相融，生态与经济双
赢”的发展格局。

（许小倩）

仁怀：守住绿水青山 创造“金山银山”

山，勾勒出神奇的曲线。
水，演奏着悦耳的音符。
人，谱写出和谐的乐章。
赤水市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指导，将大自然的馈赠，化作生态文明
建设的动力，描绘出一幅美丽画卷。

赤水，黔北明珠，镶于川黔，誉满全
国。红军长征，在这里写下了四渡赤水的
经典传奇；赤水河，在这里演绎着多姿多
彩的绿色风情。丹霞之冠、竹子之乡、千
瀑之市、桫椤王国、革命圣地……这里红
绿交融、美不胜收。

“十三五”期间，赤水地区生产总值年
均增长 11%，生态经济占比超 75%，经济
发展综合测评连续四年保持在全省县域
经济第一方阵前五位。如今的赤水市，风
景如画、处处是景，全市有景区景点 32个，
星级标准酒店 10余家，各类商务宾馆、民
宿客栈达 600余家，乡村客栈（农家乐）300
余家，带动 7万余人从事旅游业，真正让群
众“吃上旅游饭、走上旅游路、发上旅游
财”。赤水，成为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
区，先后荣获了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中华环境奖、全国生
态保护与建设典型示范区、国家生态市等
殊荣，成为践行“两山理论”的生动样本。
2020年，赤水市全年接待游客 1370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130亿元。

不负青山 绣出绿色底蕴

竹海翻翠浪，千山竞风流。赤水用林
海、竹海，构建起大自然的生态体系。这
里有 224万亩森林，森林覆盖率 82.51%，
是全国最大竹乡；这里有清新的空气，
132.8万亩竹林、4000余挂飞瀑流泉；这里
每立方厘米空气含负氧离子 5.2万个，被
誉为“洗肺天堂”，综合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一直稳居贵州第一位。赤水，构筑了长江
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

赤水市的 132.8万亩竹林有 25属 300
多个品种，春有楠竹春笋，夏有苦竹笋水
竹、斑竹、绵竹等；秋有箐竹笋；冬季还有
有价格赛过年猪的楠竹冬笋，每年都有 5
万吨到 6万吨的竹笋产量。2019年，竹笋
为竹农带来直接收益为 3.16亿元。该市
18万竹农每年仅靠出售竹原料和竹笋人
均增收3200元以上。

赤水市坚持做“竹”文章，36万吨的竹
浆纸一体化项目，实现了“一棵竹”到“一
张纸”的全产业链发展。赤水市现已培育
各类竹加工企业近 400家，规模以上企业
28家，其中国家级林业龙头企业 2家，省
级林业龙头企业 11家，累计引进成品纸加
工企业 8家。初步形成竹建材、竹装饰板
材、竹工艺品、全竹造纸、竹家具和竹笋加

工 6大系列产品 300多个品种，产品销往
20多个省、市、自治区及日本、韩国、加拿
大等17个国家和地区。

赤水“竹乡乌骨鸡”，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是该市的又一生态品牌，2020年出栏
生态家禽就达到1080万羽，产值6.7亿元。

十万亩金钗石斛、百万亩丰产竹林、
千万羽乌骨鸡、三万亩生态水产，构建了

“山上栽竹、石上种药、林下养鸡、水中养
鱼”的立体生态农业体系，打造了“竹、药、
醋、鸡、酒”五张精美名片。集约发展绿色
食品加工，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连续四年位
居全省第一。生态竹木循环、绿色食品加
工两大主导产业，正迈向双百亿级产业目
标。

守护绿水 淌出发展源泉

水韵竹涛，湖光潭影。赤水的河流、
溪谷、湖泊串联起大自然的生态血管。
352条溪流蜿蜒流淌、705座湖库山塘静谧
唯美、4000余挂飞瀑袅娜多姿，使这里成
为中国天然氧吧、长寿之乡。

中国赤水河流域生态经济发展论坛
在这里发起，云、贵、川三省 13个县（市、
区）达成《赤水共识》。河长制、林长制在
这里全面实施，设立法定“生态践行日”

“世界遗产保护日”，323名河（湖）长、246

名巡河（湖）员、5万余名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者共建生态文明；先后投入近 12亿元
对赤水河流域环境进行集中整治，每年排
入长江的泥沙量减少 500万吨以上，出境
断面水质常年稳定在Ⅱ类标准，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水质100%达标。

履职尽责 绘就时代之美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赤水始

终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统筹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走出了一条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绿色发展之
路。

赤水流诗意，丹霞立画屏。赤水将以
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继续肩负起生态文
明建设的光荣使命，努力建设一个崭新的
现代生态宜居城市，奋力迈向更加美好的
未来。

（袁春平）

赤水：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赤水市大同镇四洞沟瀑布群自然景区 （胡志刚 摄）

赤水河流域仁怀段 （遵义市政协供图）

赤水河岸边的习酒公司 （习酒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