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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贵州日报记者 曾书慧） 7月
5日，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商全
球发展绿色转型”为主题的 2025年生态
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在贵阳隆重开幕。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
主席丁仲礼出席并作主旨演讲。原国务
委员戴秉国出席。匈牙利国会副主席雅
高布·伊什特万、所罗门群岛副议长莫里
斯·托依雷纳、几内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第
二副主席塞尼·法西内·西拉致辞。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麟致
欢迎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开
幕式。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新华社
总编辑吕岩松，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董保同
致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
马汉成等出席。

丁仲礼在主旨演讲中说，在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坚定走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为推
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共建繁荣清洁美丽世
界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今年是“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0周年，也是联
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 10 周
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以为全球生
态文明建设凝聚智慧、贡献力量为目标，
本届论坛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商

全球发展绿色转型”为主题，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同行，
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着力健全环境治
理体系、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深
化国际交流合作，共迎全球生态挑战，共
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雅高布·伊什特万说，可持续发展目标
涵盖生态生产生活各领域，世界上每个国
家都应携手合作。匈牙利高度重视生态环
境保护和绿色经济转型，愿与各方共同创
造更加和平、基于相互尊重的美好未来。

莫里斯·托依雷纳说，面对共同生态
挑战，各国唯有深化合作与相互理解。中
国的前瞻性理念、政策和行动，树立了典
范。希望各方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精
神，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韧性十足
的地球。

塞尼·法西内·西拉说，生态文明贵阳
国际论坛的鲜明主题，将人类责任置于全
球未来的重要地位。几内亚致力于建设
更加节约、更有韧性的经济，将生态文明
作为国家发展的支柱和留给子孙后代的
遗产。

徐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
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习近平主席对贵州
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给予一以贯之的
战略指引、与时俱进的精准指导。贵州牢
记习近平主席重托厚望，以生态文明理念

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让绿色浸润千
山万水、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全
力推动经济兴、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
一。多彩贵州的精彩蝶变，是美丽中国历
史巨变的生动缩影，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贵州将
与各方一道办好论坛、用好成果，以“含绿
量”提升增长“含金量”，奋力展现山清水
秀、绿色低碳的美丽贵州新风采。

刘捷说，浙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重要萌发地。2005年，习近平同志在
安吉余村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率先开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实践。20年来，浙江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全领
域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全要素推进生态环
境整治，全地域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全方
位强化国土空间管控，建成了全国首个生
态省，实现了从“绿色浙江”到“生态浙
江”、再到“美丽浙江”的精彩蝶变。诚挚
邀请各位嘉宾朋友到浙江走走看看，现场
感受“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的魅力。

吕岩松说，新华社将进一步深化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宣传阐释，精彩呈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贵州篇章，彰显绿
色转型的中国启示、世界回响。

董保同说，生态环境部将以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守绿色初心、勇闯

转型新路、筑牢生态屏障、共享治理经验，
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相关国家的有关
机构和政党负责人，中联部副部长陈洲，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临萍，人民日报社
编委委员陈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
齐竹泉，福建省政府副省长江尔雄，湖南
省政府副省长李建中，世界绿色设计组织
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浙江省法
院院长李占国，湖南省法院院长朱玉，重
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永利，中国环境
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原国
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
长龙永图，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中
国林学会理事长、国家林业局原局长赵树
丛，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席王秀峰，中国警
察协会副会长朱昌杰等。贵州省委常委，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
成员，省军区、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
察院、武警贵州总队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开幕式。

本届论坛共有来自 62个国家和地区
近1000名嘉宾参会。主宾省浙江省代
表团成员，国际与地区组织负责人、驻华
使节，院士专家，知名企业、高校、新闻媒
体、研究机构、行业协会负责人等参加开
幕式。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商全球发展绿色转型

2025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隆重开幕
丁仲礼作主旨演讲 戴秉国出席

雅高布·伊什特万 莫里斯·托依雷纳 塞尼·法西内·西拉致辞

徐麟致欢迎辞李炳军主持刘捷吕岩松董保同致辞

赵永清马汉成等出席

本报讯（刘璠） 铜仁市强化耕地保
护与质量提升研究是2025年省委深改委
重大调研课题，7 月 4日，市委副书记、
市长穆嵘坤率课题组一行，赴印江土家
族苗族自治县、松桃苗族自治县开展课
题调研。

穆嵘坤来到印江峨岭街道大云村鲜
食玉米种植基地、印江经济开发区鲜食玉
米加工厂，详细了解品种选育、田间管理、
产量产值、加工销售等情况，与基层干部、

企业负责人、农民群众就种植模式、市场
推广、提升效益等进行深入交流，要求有
关单位要深入挖掘产品营养价值，制定产
品标准，加快品牌建设，进一步提升增值
空间。

在印江木黄镇坪洞口高标准农田高
粱种植基地、松桃乌罗镇新民坝区水稻全
程机械化示范点，穆嵘坤听取高标准农田
建设和粮食作物种植情况介绍，强调要科
学选择品种，合理规划种植，在提升耕地

质量的同时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益。
调研中，穆嵘坤强调，粮食安全和耕

地保护都是“国之大者”，要大力推广“以
产保耕”试验示范成果，有效盘活闲置资
源，优化耕地布局，提高土地利用率，守牢
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要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新品种、新技
术运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益。要结合乡村
产业发展深入实施“强村富民”行动，不断
壮大集体经济，更好促农增收。要认真总

结经验做法，推动良田、良种、良机、良法、
良制“五良”融合，坚持农业生产标准化、
规模化、机械化、品牌化、市场化“五化”发
展，走出一条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铜
仁之路。

当天，穆嵘坤还沿途随机走村入户察
看了解人居环境整治、“两清两改两治理”
和卫生家庭建设行动开展情况。

穆嵘坤赴印江松桃开展重大课题专项调研

本报讯（记者 舒红 何浩然 文/图） 7月5日，一
场融合体育竞技与文旅体验的水上盛会——“赛
动黔景”“水韵贵州”2025中国百城桨板公开赛
（铜仁碧江站）暨铜仁锦江首届桨板挑战赛在铜
仁锦江河精彩上演。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
心、贵州省体育局、铜仁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来
自全国 34个城市的 500余名水上运动爱好者齐
聚铜仁，共赴水上运动的狂欢盛宴。赛事时间为
7月 4日至 7日，设置了公开组、大师组、卡胡纳
组、大学生组及青少年组等多个组别，涵盖了桨
板 6000米、青少年 3000米长距离赛，四人龙板赛
200米竞速赛与桨板1000米技术赛等项目，全面
考验选手的速度、耐力与技巧。

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桨板赛事 IP之一，
中国桨板公开赛自创办以来，以“推动全民健身，
传播水上运动文化”为使命。此次赛事落地铜仁，
不仅为桨板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也将铜仁的自然风光与文化底蕴展现给了更多
人。依托锦江河天然水域资源，主办方将生态景
观与文化元素嵌入赛事全流程，展现体育与自然
景观的融合，联动周边景区，推出赛后“精品水上
旅游线路体验”主题线路等，选手们在竞技之余，
还能畅游铜仁山水人文，感受“梵天净土”的独特
魅力。

此外，“赛动黔景”“水韵贵州”2025中国梵净山
皮划艇漂流挑战赛和动力板公开赛，将于2025年7
月11日至14日在铜仁五显庙举行。届时，来自各
地的皮划艇漂流高手和动力板运动健将将齐聚一
堂，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为观众带来一场场
速度与激情的视觉盛宴。

“赛动黔景”“水韵贵州”2025中国百城桨板公开赛（碧江站）
暨铜仁锦江首届桨板挑战赛开赛

7月，贵州六盘水
市，117万多亩刺梨林
散布在山野间。

刺梨果黄灿灿，身
披尖刺，酸涩多渣。这
些曾经没人要的小果，
如今成为名副其实的
致富果。

“再过一个多月，
刺梨果就将‘走’上产
线，变成饮料等 5个系
列 20多款产品。”贵州
初好农业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总经理廖丽婷
介绍，通过深度开发刺
梨产品，公司去年年产
值达2.7亿元。六盘水
市年加工刺梨能力已
达 68 万吨，刺梨全产
业链条释放出澎湃动
能，为乡村全面振兴增
添动力。

今年 3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
指出：“要保护好生态
环境，努力把生态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贵州践行“两
山”理念，牢牢守好发
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以

“绿”为笔绘新篇。
推进生态资源产

业化利用——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深挖“风”的潜

力。山上，巨型风车叶片在风中稳定旋转；山下，
风电产业园的塔筒、叶片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公
司已在龙里建成4条百米级陆上叶片生产线，助力
龙里打造风电产业集群。”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总经理王自贤说。

立足实际，贵州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注重
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多能互补。目前，贵州新能源
装机容量达3158万千瓦，占省内总装机39.5%。

产业向生态转型，生态向产业转化。
梵净山脚下，铜仁市江口县选准抹茶产业新

赛道，引入贵茶集团，上游联动10户规模以上企
业、100家碾茶加工厂、1000个家庭农场、近10万
茶农，下游与奶茶店、咖啡店等洽谈合作，并积极
开拓国际市场。同时，当地还举办“抹茶雅集”文
化节，建设抹茶小镇、抹茶街区，茶旅互融更添发
展活力。

聚焦一二三产业融合，贵州将生态优势嵌入
价值创造全过程。2024年，贵州农业特色优势产
业产值增长 4.2%，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 66%，绿色
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48%。

探索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
6月17日，贵州省林业局与贵州省生态环境

厅签发第二批8张省级林业碳票。目前，贵州林业
碳汇（碳票）获得银行授信 5.71亿元、放款1.88亿
元，实现交易约1458万元。

在试点县（市）开展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
成立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建立“贵州生态产品”目
录清单……贵州着力破解生态产品“度量难”“交
易难”等问题。截至目前，贵州基本实现省市县 3
级“绿水青山”价值可量化、核算结果可比较。

加强生态收益价值化补偿——
乌江渡断面是贵阳市和遵义市的交界断面。

2024年，断面日均最小下泄流量、月总水量高于目
标值，上游的贵阳市获得下游遵义市的生态补
偿。“只要供给下游的水质水量达标，就能获得补
偿。”贵阳市水务管理局水资源及水土保持管理处
副处长蒋思鸣说。

省级层面制定赤水河等八大流域横向生态保
护补偿办法，贵阳市探索森林覆盖率横向生态补
偿模式，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建立饮用水水源
保护生态补偿制度……贵州积极探索新机制，通
过双向多元补偿，汇聚保护合力，实现生态与发展
双赢。

“贵州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因地制宜加
快发展绿色生产力，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
优势，以发展‘含绿量’提升增长‘含金量’，展现山
清水秀、绿色低碳的美丽贵州新风采。”贵州省委
书记徐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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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里约热内卢7月4日电（记者 周永穗） 当
地时间4日，第三届中拉绿色未来与文明互鉴国际研讨
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巴西里约热
内卢联邦大学、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主办，来自中国、巴西、阿
根廷、哥斯达黎加和秘鲁等国家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就会
议主题“绿色发展与共享文明——中拉合作新机遇”共
谋良策。

开幕式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刘金龙介绍说，本次会议聚焦绿色发展理念及发展实
践、能源转型、生物多样性友好的食品贸易和供应链、绿
色文明交流和互鉴等议题。他表示，中拉科学界应当携
手合作，探寻实现“人与自然深刻和解”的智慧之路，共
同构建和不断形塑绿色未来。

巴西国家开发银行环境和亚马孙基金主席纳比尔·
卡德里表示，去年巴西国家开发银行首次为关键绿色技
术领域的企业提供了融资，具有里程碑意义。他表示，

在巴西投资的中国企业不仅将资金投入工业区，也投入
到森林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这体现了巴中双方通过
对话、全球发展以及寻求可循环解决方案来应对挑战、
消除不平等的共同承诺。

与会专家学者和嘉宾就“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的政
策与治理”“绿色经济与能源转型”“气候变化背景下中拉
农业贸易与森林保护”“中拉绿色未来与文明互鉴”四个
主题展开讨论，就促进中拉双方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
友好的农产品贸易、能源转型等方面的交流达成共识。

会议闭幕式上，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表
示，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
是生态文明治理的坚定参与者、积极践行者、携手同行
者、重要贡献者。

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副校长阿齐兹·萨利巴表
示，巴中关系愈加紧密，双方在践行多边主义和促进可
持续、公平的发展方面有很多共识。在当今全球快速变
化发展的形势下，巴西和中国可以为创造更加可持续发
展的社会贡献力量。

第三届中拉绿色未来与文明互鉴国际研讨会在巴西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