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望 2022 年，新引进的欧谱泰科、雅思曼

特等四个项目落地建设并投产； 中电万维、统

信、 永鼎科技等 32 个软服业项目落地运营；两

家中国 500 强企业网易公司和嘀嘀科技落户高

新……翻开贵阳高新区引进项目企业名单，都

是清一色的“高精尖” 。

一直以来， 贵阳高新区坚定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强化统筹协

调，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 ，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

努力走出一条生态环境优美、 社会经济高效的

经济发展新路。

贵阳高新区先后出台 《高新区党工委、管

委会及相关职能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划分规

定（试行）》等多项生态保护制度，执行《生态

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 积极申建国家生态工

业园区，编制《贵阳国家高新区国家生态工业

示范园区建设规划》《贵阳国家高新区国家生

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技术报告》；优化《高新区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目标专项考核细

则》，成立高新区河长制办公室，将河长制工作

纳入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主要内容，并对 19 家

区属部门进行季度考核。

在产业发展道路上， 贵阳高新区设置 “绿

色门槛” ，围绕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装备制造

业、 新能源产业三个主导产业及软服业开展产

业招商，严格把好入门关，走节能、减排、降耗路

线。 不符合园区产业引进政策、不符

合环境功能区划、 不符合园区规划

环评要求的项目， 一律不

予引进。

同时， 贵阳高新区坚

持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

化， 严格把控产业项目环

境准入制， 重点加强对高

污染工业废气物、 重金属

污染物以及工业废水的监

测巡查，严厉禁止直接排放和随意倾倒，避免造

成环境污染，倒逼企业加速转型升级，实现园区

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达 99.06%。

“舍” 与“得” 的结果是留住青山。 围绕绿

色发展，贵阳高新区拒绝高耗能、高污染、高排

放的项目，坚持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紧扣电

子信息制造、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两主

一特” 产业，建链、强链、补链、延链，积极布局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沿科技产业，推动“产业

集聚” 向“产业集群” 发展，加快构建百亿级产

业集群。

“从无到有” 。 如今，贵阳高新区新能源汽

车产业首次突破 100 亿元， 成为该区首个工业

百亿级产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贵阳

高新区将牢牢守住绿色发展底线， 重点发展主

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

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力争“两主一特”

产业产值占比保持 85%以上， 真正实现生态

“绿” 产业“红” 。

新时代背景下， 企业作为践行绿色低碳发

展的重要主体， 是绿色转型和绿色创新的重要

推动者。

当下， 贵阳高新区企业贵州正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升科技” ）正结合国家

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实施低浓度瓦

斯全利用项目，通过科技创新，不断在业务上寻

求新突破，将瓦斯利用推升新高度。

正升科技是一家从事煤层气和余热发电的

企业，2014 年入驻贵阳高新区，经过近十年的发

展，已建成投产三座瓦斯发电站，下设纳雍分公

司和黔西分公司，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十余

项，公司年产值达 2000 万元，并于 2021 年获得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瓦斯根据浓度的高低可分为中高浓度和

低浓度，中高浓度发电燃烧后很洁净，几乎不产

生任何废气，但如果低于 8%浓度的瓦斯直接排

到空中，就会造成空气污染。 ” 正升科技副总经

理卢勇介绍， 等体积的瓦斯对大气造成的危害

是二氧化碳的 24 倍左右。

“为实现对瓦斯的完全利用， 我们改良了

工艺，引进先进技术，研发出低浓度煤矿瓦斯锅

炉、低浓度瓦斯混合箱，将煤矿生产中各种浓度

的瓦斯 ‘吃干榨净’ ， 确保煤矿瓦斯 ‘零排

放’ 。 ” 卢勇表示，低浓度瓦斯全利用项目，可以

把煤矿瓦斯利用率提高约 40%、 余热利用率提

高约 70%。

同样， 在贵阳高新区还有一家企业也正以

绿色发展为产业转型的目标导向， 让绿色生产

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成立于 1996 年的贵州汉方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汉方药业” ），是一家主营现代中

成药研发、生产、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

该企业积极推进绿色工厂体系建设， 探索建设

大数据 + 智能制造生产基地， 引入多条全自动

化生产线， 并搭建起集智能生产、 设备自动控

制、 数据自动采集分析等为一体的企业大数据

平台。

在制药过程中，蒸汽锅炉起着重要作用，它

提供的蒸汽用于浓缩、 干燥以及器械设备的高

温灭菌消毒等环节。

虽然锅炉早就用上了更清洁的天然气，但围

绕如何节约水气资源， 汉方药业仍在不断探索。

“蒸汽锅炉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高温低压的

蒸汽凝结水， 这部分冷凝水以往多作为废水排

放。 ” 汉方药业工厂厂长张寿学说，冷凝水实际

温度都在 80℃左右，直接排放白白浪费了热量。

针对该“痛点” ，汉方药业采用蒸汽冷凝水

回收利用系统，将排放的冷凝水重新收集使用。

实践证明，这样不仅回收了热量，还节约了锅炉

的补给水量，每年还可节约四分之一的用气量。

除了在节能降耗等方面出新招， 对药渣的

处理也是汉方药业绿色生产的重要一环。 近年

来， 汉方药业与贵州明威肥业有限公司等展开

合作，将平均每年产生的 3000 吨药渣转化为肥

料，“变废为宝” 重新应用到田间地头。

一家家企业不断追求创新，寻求转型突破，

切实承担绿色发展主体责任， 使贵阳高新区形

成绿色引领的浓厚氛围， 让工业的一抹绿色在

贵阳高新区延展开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贵州作为首批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是全国减贫人数最多的省份。

为将林地生态价值转化成经济价值， 在保

护绿色生态的基础上让老百姓的腰包 “鼓起

来” ， 贵阳高新区企业贵州环境能源交易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环交所）创新实施了贵

州省单株碳汇项目。 项目对全省拥有林地的原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树木按照树种、 大小和碳汇

功能（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进行筛选、编

号、照相，再将树木信息和林户基本信息一起录

入到贵州省单株碳汇平台。 按每棵树每年碳汇

价值 3 元人民币计算，建立树木、碳汇价值、林

户基本信息等数据库，并发动社会个人、企事业

单位和社会团体通过手机 APP 或微信公众号

购买碳汇， 购碳资金最终会全额汇入林户的个

人银行账户。

“2017 年 12 月，我们首次在安顺市平坝区

齐伯镇关口村启动了单株碳汇项目， 共 100 多

户林户参与， 首次交易全部卖完， 交易金额达

10 万元以上。 项目在其他地区的推广也十分顺

利，林户们纷纷自主加入进来。 ” 贵州环交所副

总经理陈遂介绍到， 单株碳汇项目不仅帮助林

户实现增收，鼓励林户不砍树、多种树，还能倡

导大家践行低碳生活理念。

截至 2023 年 1 月底，贵州省单株碳汇项目

已覆盖全省 9 个市 （州）35 个县 724 个村的

11920 户，累计开发 474 万余株，年可售碳汇量

4747 万千克， 购碳资金总额达 1344 万余元，户

均增收 1100 余元。

在贵阳高新区， 拥抱绿色发展机遇的企业

不止于此， 贵州汇通华城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

中央空调系统节能领域， 致力于用先进的控制

技术， 在保证空调环境满足需求的前提下大幅

降低能源消耗； 时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在海水

淡化、污水净化、中水回用、饮用水纯化、工业水

纯化以及浓缩分离等领域取得骄人业绩， 其反

渗透和纳滤膜产品远销意大利、巴西等国家。

一个个企业绿色发展的步伐越走越稳，贵阳

高新区始终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坚持产业

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加快形成绿色发展和绿色

生活方式，推进产业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协

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在贵阳高新区创业的近 10 年的时间里，

常常来到白鹭湖湿地公园漫步， 吹吹微风，感

受白鹭湖一年四季的变化，为我的创作带来了

不少的灵感。 ” 在贵阳高新区创业的词曲作家

张超说。

白鹭湖作为贵阳高新区的名片， 犹如一条

透明的丝带，横贯芦荻浦、彩云道、匠心滩等特

色配套景观， 沿湖的一栋栋写字楼则像一颗颗

发光的明珠，镶嵌在白鹭湖中，是当地创客、企

业员工和广大市民休闲好去处。

过去，白鹭湖的水质并不好，为此，贵阳高

新区下决心整治， 相继排掉 10 万立方米污水，

改造底泥、补种水草、投放底栖植物和动物、利

用挺水植物进行景观打造， 形成白鹭栖息地

……通过生态系统的恢复， 白鹭湖水质日渐改

善，营造出了“白鹭回来、创客常来、孩童乐来、

市民悠来” 的环境氛围。

同样的例子还有麦架河。 在沙文生态科技

产业园区内，蓝天白云交相辉映，麦架河两岸碧

波荡漾、生机盎然。麦架河作为贵阳高新区重点

管护河道之一， 经过多年持续环境改造后，水

清、岸绿、河畅、景美。

“几年来，我在这里上班生活，见证了麦架

河生态景观变化的全过程， 下班都会去河边走

一走、散散心。 ” 在贵州长通集团智造有限公司

工作的张星星谈及贵阳高新区生态变化时说。

此前，麦架河河道因为淤泥沉积、上游村寨

生活垃圾乱扔等多重原因， 水质受污染情况严

重。为彻底解决这一环境问题，贵阳高新区统筹

推进了麦架河流域（高新段）治理，通过整合河

长制、沟长制等有关工作机制，完成麦架河干支

流清淤 4.3 公里， 水质也由原来的劣Ⅴ类改善

提升到Ⅳ类水体标准。2022 年，贵阳高新区还深

化健全河湖长制工作体系，设置流域河长，统筹

全区水污染防治工作， 累计开展巡河 400 余人

次、 地表水监测 30 余次， 新建污水管网 2.4 公

里。

如今， 一幅发展与生态和谐相融的生动画

卷正在贵阳高新区徐徐展开， 该区已建设完成

环境空气自动站、大数据河长制平台、麦架河截

污工程及污水提升泵站、太阳湖滨河公园、大数

据创客公园、智谷公园等生态环保项目，形成了

“南有白鹭湖，北有太阳湖” 的生态格局，为产

城融合形成基础支撑， 进一步树立了宜居宜业

宜游的高新区形象， 不断提升了辖区企业和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绿色，是贵阳高新区最厚重的底色、最鲜明的特质和最持久的优势。 一直以来，贵阳高新区

牢牢把握“高” 和“新” 的发展定位，坚持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围绕绿色生产、绿色消费、

绿色生活、绿色文明，不断优化“生产、生活、生态” 空间布局，打造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引

擎” 。

让生态更“绿” 产业更“红”

A

突破转型走绿色发展道路

B

贵阳高新绿意浓 产业发展上新阶

———贵阳高新区以绿色经济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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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创新开启增收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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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造宜居宜业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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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湖滨河公园。

白鹭湖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贵阳高新区美丽的白鹭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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