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立市 人与青山不相负

2021 年，贵阳市委、市政府坚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以

“强省会” 行动为工作主线，紧密围绕环境质量改善、污染防治攻坚、环保督察问题整改等目标

任务，花大力气、下苦功夫严守生态环境底线，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

擦亮“绿” 的底色

筑牢生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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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贵阳市始终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以坚如磐石的决心保护生态环境、筑牢生态屏

障，擦亮“绿” 的底色。

2021 年，我市初步形成生态环境“数治” 能力。 以地理信息系统为基础，以贵阳市全国第

二次污染源普查确定的 5920 家污染源数据为底层数据，通过叠加饮用水源保护区划、生态

红线等 40 余个生态环境信息图层，以及数据汇总算法，开发形成“生态环境一本账、环

境管理一张图、污染监督一张网” 的生态环境管理系统。

同时， 我市逐步建立网格化管理机制， 推动生态环境管理能力向乡镇延伸。

2020 年下半年，全市生态环境网格化管理工作启动，目前已划分出 1 个市级网

格、14 个二级网格 （10 个区市县和 4 个经济开发区）、148 个三级行政网格

（各乡镇、街道办），生态环境网格化管理办法正在同步拟制。 由市级生态

环境部门统筹， 县级党委政府通过生态环境议事协调机构履行主体责

任，乡镇街道具体落实的生态环境管理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孕育“绿” 的产业

推进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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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通过拓展农业的观光、体

验、休闲、度假、康养、教育等多元功

能，打造了“十里画廊”“泉城五韵”

“蓬莱仙界”“桃源八寨” 等一大批乡

村旅游示范点， 推出了水东乡舍等旅

游业“三变” 改革示范性项目。 2019

年， 全市乡村旅游综合收入达 180.85

亿元，同比增长 21%。

围绕“五子登科” 主导产业，贵阳

市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因地制宜

大力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把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实现了生态

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如今，全市以

猕猴桃、桃、李、枇杷、樱桃、葡萄、杨梅

等树种为主导的精品水果果园面积突

破 120 万亩， 茶园面积达 28 万余亩，

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35 万亩，建成 7 大

标准化牧场，一产增加值从“十二五”

末期的 129.9 亿元增加到 “十三五”

末期的 178.31 亿元，年均增长 5.5%。

共享“绿” 的红利

亲近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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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贵阳市启动“千园之城” 建

设，着力构建贴近生活、服务群众的生态

公园体系，按照规划，“千园之城” 必须满

足“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 ，既要有标

志性的大广场、大公园，也要有遍布全城

的小公园、微公园，以充分满足市民的各

类需求。

为做足做好“千园” 文章，贵阳科学

利用森林、湿地、山体等自然资源和绿色

空间，高标准、高品质打造公园城市，一步

步实现“城在园中、园在城中” 的构想。如

今，贵阳已经建成公园 1025 个，成为名副

其实的“千园之城” 。

山水总相依，碧水绕林城。 穿城而过的

南明河，是贵阳的母亲河。 为实现南明河水

清岸绿，贵阳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数据显示，目前，南明河中心城区段

水质稳定达到Ⅳ类以上，部分区域达Ⅲ类

及以上， 污染物浓度平均下降了 11.2%。

南明河干流城区段水生动植物种群类型

日益丰富，生物多样性指数、水生植物盖

度、生态系统完整性显著提高，沉水植物

覆盖率由 15%提高至 75%。

呵护生态 “颜值” ， 提升经济 “含绿

量” ，让绿水青山“底色” 更亮，金山银山

“成色”更足，贵阳正执着前行，步履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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