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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碧江区以承办全国性
传统龙舟大赛为契机，持续弘扬“赛龙
舟、护锦江”的水文化理念，见证了锦江
水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2024 年，
锦江获评“贵州省美丽河湖”，水质常年
保持在Ⅱ类标准。为进一步巩固治理
成果，今年我市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持
续保护锦江水生态环境，确保“一江清
水送下游”。

强化水污染防治
严控污染源头

我市将深入推进城镇生活污水提质
增效，系统实施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提升

污水收集率。同时，加强工业园区污水
管网质量监管，提高污水收集处理效能，
严厉打击超标排放、监测数据造假等环
境违法行为。此外，还将推进入河排污
口的排查、监测、溯源、整治和规范化管
理，严把污染物入河关。

推进水生态修复
提升流域生态功能

以锦江、乌江及其主要支流为重点，
将严格管控水域岸线用途，实施河岸带
生态防护、水土流失防治等综合治理工
程。针对锦江、乌江干流及梵净山区域，
将启动“生态护岸+河床修复”工程，修复

鱼类产卵场、索饵场，建设生态缓冲带，
保护水生生物栖息环境。同时，市生态
环境局已联合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长
江办、铜仁学院等机构成立小江藻类异
常繁殖跟踪研究课题小组，并筹备建立
水生态实验室，为科学治水提供技术
支撑。

深化美丽河湖建设
促进生态经济融合

我市将持续巩固“清水绿岸、鱼翔浅
底、水草丰美、白鹭成群”的生态美景，探
索流域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的新路
径。依托锦江优质水生态环境，推动生

态旅游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打造集水
文化、水资源、水生态、水安全和水经济
于一体的多元水文化体系，提升流域文
化软实力和社会影响力。

全民共建
守护母亲河

锦江是铜仁的“母亲河”，保护锦江、
守护美丽家园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我
市生态环境部门表示，将坚定不移地推
进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筑牢长江上游
生态屏障，让锦江的水更清、岸更绿、景
更美，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生
态福祉。

铜仁：齐心守护锦江水生态环境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刘雨 谢宗沛

本报讯（记者 龙华荣） 6月 4日，工业和信
息化部发布首批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地方特色食
品产业重点培育名单，共有新疆番茄酱、孝感麻糖
等39个重点培育对象。其中，包括铜仁在列的贵
州辣椒制品榜上有名。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首批重点培育对象分布
在我国28个省份，涵盖乳制品制造、饮料制造、酿
酒工业、精制茶制造等食品工业主要门类。其中
清徐老陈醋、涪陵榨菜等 7项地方特色产业已纳
入首批中国消费名品名单。

石阡县地处长江流域乌江水系重要
支流中游，是长江生态屏障的关键一
环。近年来，该县通过一系列生态修复
和保护举措，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夏日的贵州佛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植被茂盛。密林深处，超150台红外
相机悄然记录着野生动物的活动轨迹。
护林员赵继军负责定期进林更换设备提
取红外相机数据。日前，在整理最新红
外相机监测数据时，有了惊喜发现。

在2月28日拍到野猪、猪獾、果子狸
的基础上，这次增加了红腹锦鸡、白颈长
尾雉、毛冠鹿、小狸猫、山鼠。

近年来，贵州佛顶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通过夯实保护管理基础设施，加强
资源巡护管理，设立佛顶山中亚热带常

绿阔叶大样地、利用红外相机常态化开
展野生动物监测等工作举措，保护区生
态保护成效显著提升，还发现了新增物
种和国家重点关注物种。

目前，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稳定向
好，物种多样性明显提升，野生动物从
2016年识别鉴定的 806种增加到 1269
种。今年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发现新增 9
种记录，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珙桐从 2016
年的500多株增加到700多株。

清晨薄雾中，石阡县鸳鸯湖国家湿
地公园成群的鸳鸯在湖面嬉戏，斑斓的
羽毛在碧波中时隐时现。

鸳鸯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要水质
清澈干净，环境舒适安静，不受人为破坏
和干扰，才能让鸳鸯种群发展，数量越来

越多。
石阡鸳鸯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通

过湿地修复、联合执法、科研监测等举
措，为鸳鸯打造出森林覆盖率达 90%的

“诗意栖居地”。
近年来，石阡湿地公园鸳鸯总数已

超过1500只，龙川河、廖贤河、小龙河等
区域也有成群的鸳鸯栖息。

鸳鸯种群明显增加源于石阡县对湿
地生态的严格保护。该县先后建成森林
防火智能系统及人工湿地、巡护步道等
设施，实施打击和查处破坏湿地行为，加
强与高校院所研究合作，强化日常管理
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开展湿地保护
工作。

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石阡

县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突出抓好佛顶山、鸳鸯湖等重点
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和修复的同时，以加
强生态修复和治理为抓手，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加强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
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全力创建美丽河
湖，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今年以来，石阡县城环境空气优良
天数比例达96%，石阡河关鱼梁断面水质
达标率100%，县城及千人以上饮用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100%，为长江中上游绿色
经济带筑牢了生态屏障。

在第三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宣传周与六五环境日交汇之际，

《铜仁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
法》的出台恰逢其时。该《办法》立
足实际，聚焦设施建设、源头减量与
分类实践，着力构建全民参与的治
理体系，拟于 2025 年 7 月 1 日起施
行，标志着铜仁市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将迈向法治化、系统化新阶段。

精准投放是城市垃圾分类的起
点。垃圾扔前分一分，绿色生活一
百分，《办法》通过细化四类生活垃
圾标准，并创新推行“管理责任人制
度”，联合机关单位、物业企业、社区
网格员、志愿者等力量，通过入户宣
传、桶边督导、激励政策等，督促居
民自觉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义
务，引导居民将分类意识转化为“随
手分”的日常习惯，让垃圾分类在居
民之间蔚然成风。

规范收运是杜绝二次污染的关
键。针对混装混运顽疾，《办法》严
格区分各类垃圾的专用运输渠道与
处置去向——可回收物进入资源化
利用体系，有害垃圾由专业机构无害化处理，厨余
垃圾实现能源转化，其他垃圾通过焚烧填埋减容，
确保分类投放后的垃圾在转运中“不混装、不滞
留”，让前端努力在中端环节得到延续，实现垃圾
分类前端、中端、末端各环节有序衔接、由点到线
再到面的全过程闭环。

资源化利用是分类链条的最终落点。《办法》
科学布局焚烧发电、生物堆肥等终端设施，构建从
投放到处置的完整闭环，真正实现垃圾减量化、无
害化与资源化。同时，探索“政府主导+市场运
作”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设施建设，推动“废料
成宝藏”的绿色转型，使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得
益彰。

值此环境日到来之时，让我们携起手来，全民
参与、共治共享，推动垃圾分类成为全体市民的自
觉行动，进一步推动垃圾分类文明习惯养成，助力
绿色铜仁现代化建设新风采。

石阡：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白雪 李厅木 特约记者 代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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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辣椒制品
上榜国家重点培育名单

（上接1版）
推进污染防治，改善环境质量

行走黔东大地，抬头望到“天空蓝”，俯
首可见“碧水清”，放眼皆是“生态绿”。这
是铜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交出的一份“绿色答卷”。

蓝天、碧水、净土，是生态环境保护的
硬指标。2024年，铜仁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本底。

——积极推进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大
气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制定实施《铜仁市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实施方案》《铜仁市
农作物秸秆禁烧区划定方案》，加强空气质
量统计分析和预测预警，切实提升环境空
气质量常态化管控成效。2024年，中心城
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97.8％，县级城
市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9.1%，均达到国家环
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大力实施水环境综合治理，水环
境质量明显改善。推进入河排污口全流域
排查整治，强化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监管，加
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不断深化水污染防
治。2024年，全市 22个国控、省控断面水
质优良率达100%，地表水国控断面水环境
质量连续三年位居全国地级市前 30，锦江
入选全省“美丽幸福河湖”，实现“一江清水
送下游”。

——严格保护土壤环境安全，土壤环
境质量保持稳定。统筹推进土壤污染源头

防控，动态更新土壤污染和地下水重点监
管单位名录清单，完成23家重点监管单位
周边土壤和地下水监测。全市受污染耕地
安全利用率达 93.68%，受污染建设用地管
控率100%。

与此同时，全市还大力实施生态建设
工程，以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石漠
化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为抓手，加快
推进“绿色铜仁”建设。2024年，全市扎实
推进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沅江流域生
态环境治理、国家水土保持重点治理 3大
标志性工程，完成营造林40.64万亩、石漠
化综合治理 5.2 万亩，林长制考核全省
第一。

绿意，在梵山净水间流淌；生机，在黔
东沃土中蓬勃。今天的铜仁，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稳中向好，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
气常新的美丽实景触手可及，群众生态环
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发展绿色产业，释放生态红利
在大龙经济开发区贵州星茂新材料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经过浸出、固液分离、去
渣、萃取提纯等生产流程，一块块废旧电池
被“吃干榨净”。

贵州星茂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大龙经济
开发区从事废旧电池综合回收利用的企业
之一。该公司废旧电池回收率达 95%，除
了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也实现危废“资源
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置。

近年来，大龙经济开发区着力推进“无
废园区”建设，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对废旧
锂电池进行深度开发利用，推动固废、废
水、废气等资源内循环。2024年，大龙开
发区入选全国首批“无废园区”典型案例。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铜仁坚持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把绿色低碳理念
贯穿产业发展全过程，全力做大生态工业、
做美生态城镇、做强生态农业、做优生态旅
游，加快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推动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做大生态工业。我市出台《铜仁市推
进生态工业十大突破行动工作方案》，狠抓
产业集群壮大、龙头企业培育、“富矿精
开”、科技赋能、绿色低碳转型突破行动等
方面，推动新型工业化实现新突破。2024
年，全市新型功能材料产业实现规上产值
274.3亿元、总产值351.2亿元。

做美生态城镇。铜仁按照“城市建设
以自然为美，把好山好水融入城市”的发展
思路，紧扣城市性质与功能定位，统筹规
划、建设与管理环节，全面推动绿色城镇化
建设。2024年，全市绿色建筑占城镇新建
建筑比例达 96.4%，新增公园绿地 38.4公
顷、健身步道13公里，中心城区居民小区
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覆盖率达96%。

做强生态农业。全市依托得天独厚的
生态资源，以生态食品、饮品、药品“三品”
产业为核心，强化龙头企业引领作用，补齐
产业链条短板，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2024年，全市规模以上生态食品药品饮品
完成产值 67.98亿元，同比增长 5.6%，占全
市总产值比重13.07%。

做优生态旅游。统筹资源保护和开发
利用，深入推进经营主体培育、旅游业态升
级、服务质量提升、项目提质增效，聚焦“一
山一水一城”的独特资源，推动旅游资源联
动发展。2024年，全市接待游客数量再创
新高，旅游综合收入显著增长，生态旅游已
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发展的“含绿量”提升增长的“含金
量”。如今，铜仁绿色工厂竞相涌现，生态
城镇舒适宜居，生态农业强村富民，生态旅
游出圈出彩，生态优势正逐步转化为经济
优势。2024年，铜仁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649.8亿元，同比增长4.9%，经济总量首次
跻身全省第二方阵，绿色经济占比达
51.2%，绿色已成为驱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踏歌而来，向绿而行。从生态禀赋的
厚实家底，到守护绿水青山的坚实步履，再
到“点绿成金”的生动实践，铜仁以生态为
笔、发展为墨，在黔东大地上绘就出一幅幅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站在新的
起点上，以久久为功的信念深耕生态底色，
以绿色转型的魄力重塑发展格局，明日之
铜仁，山山水水、蓝天白云必将更具诗情画
意、更加生机盎然。

（上接1版）
市司法局紧盯“见怪不怪”的老问题、新表现，

从“小切口”入手，通过开门纳谏、集思广益、全员
参与、民主表决，创新制定《铜仁市司法局九条约
定》，着力破解学习动力不足、工作落实不力、办文
办会效率不高等问题，推动作风建设从“被动约
束”向“主动践行”转变。

市政务服务中心深化作风建设，用好“企业之
家”“周六会客厅”等机制，收集营商环境领域突出
问题，推动服务模式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
迭代升级，服务场景从“政务大厅”向“城市会客
厅”拓展延伸，服务功能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
成”深化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市委政研室切实改进调查研究作风，采取召
开座谈会、一对一访谈、实地蹲点调研、跨部门联
合调研等方式，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领域和关
键环节，紧盯群众期盼和需求，找准课题研究，先后
围绕绿色铜仁现代化建设、梵净山景区文旅融合改
革等开展战略性研究，形成调研报告 50余篇。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强化作风建设为抓
手，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全省一张网”平台运用，推
进文件编制、投标开标、评标定标、合同签订等“全
程在线、一网通办”交易服务，企业足不出户即可
在线完成资质核验、标书投递、电子签章认证等业
务办理，通过多元化担保服务，惠及中小企业
1800余家。

逆水行舟，一篙松劲退千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铜仁将进一步增
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持续在开展学
习教育上下真功、求实效，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化风成俗。

梵天净土展新颜

驰而不息抓落实
奋勇争先促发展

梵净时评

本报讯（李红艳 杨文姜） 6月4日，印江土家
族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县疾控中心等
部门启动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深入便利
店、餐饮店，逐一对包装食品的接缝处、胀包迹象
进行检查，反复核对生产日期与保质期；同时严格
查验进货票据、供货商资质，确保食品来源可
追溯。

此次专项行动将持续到到高考结束，实行全
时段监管，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饮食环境。

印江多部门联动
护航校园食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