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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夏日的红花岗区，天
蓝、地绿、水清，处处一派绿意盎然、
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象。这是该区奋
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也是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红花岗的真实写照。

2022 年红花岗生态环境保护
“成绩单”显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达99.5%；全区9条河流水质持续向
好，虾子河黑臭水体治理保持长治久
清，5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优良
率100%；建成投运遵义东部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生活垃圾集中处置实现
全覆盖、零填埋，重金属污染物排放
量及农药使用量均实现零增长。

红花岗区坚持从完善生态环保
联动指挥体系着手，建立完善区级
生态环境保护议事协调机构联动机
制，形成区委、区政府统筹调度、生
态环境部门牵头抓总，镇（街）、部门
合力共治的工作机制，构建共抓大

保护的工作格局。
同时，该区按照“属地为主、部

门联动、条块协作、职责明确”的原
则，以镇（街）、村（居）为基本单元，
构建“区+镇+村”三级生态环境网格
体系，有效解决镇（街）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存在的职责模糊、力量弱化
等问题。

在推进问题整改方面，该区积
极探索“N个途径”，确保问题整改
清零。按照“排查—监管—整改—
验收—巩固—问责”闭环管理“六步
式”，大力探索多渠道排查整治生态
环境问题，巩固提升常态长效监管
能力，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切实推动区域社会经济高质量健康
发展。

“感谢你们上次提出的整改意
见，今天请你们来看看整改效果，再帮
我们检查一下还有没有需要完善的
地方。”近日，在遵义天磁锰业（集团）

亿方有限公司厂区内，企业负责人正
与红花岗区生态环境分局的环保专
家交流厂区的环保整改措施和成效。

该区大力推行环保专家环境监
管模式，区生态环境分局组织中高
级工程师以及环保专业人员组成环
保专家队伍，深入企业开展“把脉问
诊”服务。据了解，2022年以来，专
家现场帮扶企业 70余家次，共督促
企业整改环保标识标牌不规范、环
保制度建立不完善、环保设施不完
善等100余个环保风险问题。

这些年来，红花岗区积极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牢
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持续
打好蓝天保卫、碧水保卫、净土保
卫、固废治理、乡村环境整治五大战
役，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
更优美，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
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奋力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宜

居、宜业、宜游”之城。
该区结合城郊地理优势和生态

环境优势，不断提高生态产品供给
能力、完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稳定
生态安全格局，开辟绿色新天地，让
城市与生态融合发展、绿色与乡村
美美与共。目前，该区已打造出金
鼎山景区、金川湿地公园、大板水国
家森林公园、深溪盆景艺术小镇、百
草园等生态景区，种植3万余亩经果
林，美了乡村、火了人气、旺了产业、
甜了百姓，推动全区乡村旅游市场
呈现出观光农业、休闲康养、采摘旅
游、乡村度假等复合发展的新态势。

红花岗区将始终立足“红色文
化名城、高新发展引擎、生态宜居福
地”的城市定位，不断巩固拓展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成果，奋
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
力。 （秦波）

红花岗区

保护生态环境 注入绿色动力

本报讯 “这里夏季的气温
在 20℃左右，早晚需要穿外套，晚
上还要盖被子，我已经连续五年
来这里避暑了，每年都会住上两三
个月。”近日，正在习水县寨坝镇
友谊村避暑的重庆游客李海霞告
诉笔者。

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
2016年以来，寨坝镇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带动村民致富。

友谊村村民汪小琴经营的毓
秀山庄，每年进入夏季，生意火
爆，每年能给她带来 20 多万元的
收入。

“这里的民宿经济实惠，清净又
不失烟火气。”在重庆游客宋祥文看
来，友谊村拥有澄净的蓝天、茂密的
森林、清澈的河水，可看、可游、可
居，更惊喜的是，他这次来还发现村
里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一群有
着共同爱好的人可以聚在一起享受

这难得的慢时光。
据寨坝镇副镇长赵畅介绍，目

前，该镇共有住宿企业 214家，预计
今年接待避暑游客 25万余人次，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15亿元。

（张川 谢永恒）

寨坝镇

避暑经济带民富

本报讯 近年来，凤冈县新建
镇抓住肉牛产业发展政策，立足镇
域实际，大胆探索，走出了一条集
农、林、牧于一体的“林下养牛、以牛
养林”复合型林下经济模式，有效地
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实现
了肉牛养殖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双赢”。
今年53岁的王美贵是新建镇桥

塘村有名的养牛能手和牛经纪人，
他于 2020年 6月，与村民联合成立
了桥塘村生态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抱团发展林下养牛。如今，合作

社社员已从成立时的 5户发展到 13
户，养殖规模达到 315头，合作社年
纯收入110余万元。

王美贵说：“合作社采取分散经
营、统一管理，目的是降低养殖户的
成本和风险，让周边农户都能够参
与养牛，走上养牛致富之路。”

桥塘村依托林地自然资源优
势，采取林下放养加圈养的模式，不
仅节约了养牛成本，还促进了肉牛
养殖规模化发展。同时，牛粪又能
及时补充土壤养分，促进林木生长。

村民黄乾朝说：“三亩林地能够

养一头牛，让我们的饲养成本减少了
很多。如果圈养一头牛，每天要 20
元左右的成本，而林下养牛只需要晚
上回来给牛添加草料，每天成本就控
制在八九元，并且牛的肉质细嫩，林
下养牛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桥塘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何勇说：“我们桥塘村生态资源特
别好，林地覆盖面积达到了70%，特
别适合发展生态养殖。”

目前，桥塘村有生态肉牛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2个，注册肉牛养殖
场23家，肉牛存栏600余头，其中能

繁母牛 395头，种植牧草 500余亩，
合作社年纯收入300余万元，带动周
边群众100余户养殖肉牛。

新建镇副镇长黄浩说：“我们将
肉牛养殖作为全镇的主导产业之
一，在稳步推进肉牛产业的过程中，
坚持品种改良，坚持走‘母牛本土
化、商品牛杂交化’的路线，依托丰
富的林地资源，创新发展林下肉牛
养殖，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双赢’的局面，同时也拓宽了群众
的增收门路。”

（邓邦英 冉倩思）

新建镇

发展林下养牛实现经济生态“双赢”

近年来，务川自治县石朝乡因地制宜、因户施策，积极引导
群众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金银花产业，全乡种植金银花2.5
万亩，投产约2.1万亩。今年预计采收金银花200万斤，产值达
800余万元。 （张艳 陈西南 摄影报道）

日前，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遵义车务段举办了调
车（调乘）工种岗位练兵擂台赛。通过比赛，进一步提升了铁路
员工标准化作业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图为比赛现场。

（记者 张婷 摄）

图片新闻

时下，绥阳县3万余亩烤烟迎来丰收季，预计今年全县烟叶
收购总量可达8.7万担左右，产值达1.5亿元以上，片片烤烟叶
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叶”。

（张海生 郑孟庭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