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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生态底色推动绿色发展
——贵州省仁怀市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 黄霞陈颖李政林何美

生态兴则文明兴。
生态文明发展是新时代的一道必答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全国人民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方位、全地域、全
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创造了举世瞩目的
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贵州北部的酒都仁怀，坐落于群山之间，
奔腾翻涌的赤水河滋养着万物与生灵。靠山
吃山，靠水吃水，仁怀紧紧抓住这一“先天优
势”，大力发展白酒产业，成为中国酱香白酒
核心产区，并一步步朝着世界酱香白酒核心
产区靠近。

发展的过程中有过阵痛，快速崛起的白
酒企业一度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影响。仁怀
市委、市政府痛定思痛，从根本上刮骨疗伤，
拒绝“污染”的GDP，让岸边的“灰头土脸”变
为绿意盎然，让河流重新成为鱼儿嬉戏的家
园，让酱香四溢的城市碧空如洗。一个天蓝、
地绿、水清的美丽酒都，正在呈现。

仁怀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答卷写在绿水青
山间，更写进了人民的心里。

● 痛定思痛——“决不能以牺牲
生态环境为代价，决不能要‘污染’的
GDP，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
路子。”

从商周时期酿出的第一缕酒香开始，走
过历史长河，仁怀的酒香在岁月浮沉中升华，
今朝已占据黔酒半壁江山。

2021年 9月，仁怀市获授“中国酱香白
酒核心产区”称号。拥有了国内酱香白酒核心
地位后，仁怀仍不忘初心，苦练内功，展现“硬
核”担当，在白酒企业“瘦身”、环境资源“减
负”、产业发展“提质”方面深入推进，全力打
造世界酱香白酒产业核心产区。

赤水河畔，酒企鳞次栉比，依附这方得天
独厚的宝地发展着白酒产业。繁华背后，白酒
产业无序发展，河道溪沟水质下降，发展与生
态的平衡被打破。

“仁怀的发展，决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
代价，我们决不能要‘污染’的GDP，决不能
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必须深入抓好生
态环境保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仁怀上下坚定认识。

2021年，仁怀市以白酒产业治理为切入
点，以污染治理为重点，以提升环境质量为关
键，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来了一场白酒
产业综合治理的“瘦身革命”和“健身运动”，
推动地方酒企和白酒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两年多来，仁怀市坚持从系统工程和全
局角度寻求治理之道，下好顶层设计“先手
棋”，围绕政策文件、治理方案、产业规划、领
导指示等方面，精心编制了“1+9+N”政策体
系，总体上实现了纲举目张，打出了一套白酒

产业治理“组合拳”。
面对史无前例的白酒产业升级革命，全

市上下同心合力、克难攻坚，以“三个一批”为
抓手强力推进分类治理。截至目前，清理整治
退出企业（作坊）622家、填埋窖池7804口，
就地改造提升企业949家、窖池44559口，兼
并整合企业530家，一批“低小散弱”企业（作
坊）平稳有序退出历史舞台，腾出了白酒高质
量发展的空间。

同时，仁怀市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精准治污，累计投入资金22.59亿元，大力补
齐环保治污基础短板，建立酒企排污和支流
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实施溪沟清管、清水、清
岸“三清”工程，开展环保“利剑行动”强化执
法监管。茅台镇11条重点溪沟中荒溪沟、仁
溪沟水质稳定达地表水Ⅲ类，盐津河水质达
地表水Ⅳ类，其余溪沟水质明显改善，赤水河
干流水质稳定在地表水Ⅱ类以上。

● 华丽转身——“白酒产业综合
治理的目的就是要培育壮大白酒骨干
企业集群，实现企业数量减少、规模变
大、效益增高、转型升级。”

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仁怀市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
力度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的保护工
作，以对发展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
的高度责任感，坚决担负起生态环保暨产业
综合治理重大使命。

开展白酒产业综合治理之初，曾有人质
疑关停这么多企业仁怀的产业会不会停滞不
前？仁怀的经济会不会大幅下滑？在没有历史
参考的前提下，仁怀究竟能不能做好？

事实证明，只要挺过“阵痛”，只要爬过这
个坡、迈过这道坎，仁怀白酒产业迎来的将是
更加健康的发展、长远的发展。

这个季节，正是酱香型白酒的出炉时节。
走进位于仁怀名酒工业园区的贵州酣客君丰
酒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现场蒸汽升腾，工
人们正在忙碌地做好酿酒的每一个环节。

这个车间是该公司“四改”验收合格的车
间之一，不仅能够做到生产污水全收集、全处
理、全达标排放，而且车间环境也更加规范整
洁，对今年该公司的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
作用。

“‘四改’以后我们的出酒率同期增长了
10%左右，定型分级优级出酒率在15%以上，
2022年全年生产酱酒2000吨，2023年上半
年酱酒整体完成目标在预期以上。”贵州酣客
君丰酒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中心副部长汪运
河说。

另一边，贵州肆玖酒业有限公司兰家
湾厂区（一期）建设项目也在如火如荼地进

行。作为仁怀市白酒产业综合整治示范项
目之一，项目对区域内环保不过关、产能加
起来只有 3200吨的 35家白酒作坊进行了
兼并。通过招商引资，仁怀市引进了肆拾玖
坊、环球佳酿和洋河酒业3家大型酒企，对
茅台镇兰家湾及中坪片区进行了重新布
局，整合后3家经营主体将实现2万吨左右
的产能。

从3200吨到2万吨，是仁怀市实施白酒
产业综合治理行动，从更深层次解决发展与
生态平衡问题的缩影之一。

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2022年，仁怀市
经济稳中求进，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地区生
产总值达1706亿元。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
目标为1850亿元。对比2021年仁怀市地区
生产总值1564.5亿元，2022年增加值约150
亿元，近两年经济综合实力、主体经济指标都
在稳步提升。

“开展白酒产业综合治理，就是要淘汰
环境污染大、经济贡献小的‘散小乱污’企
业，这不仅是为白酒产业做优做强腾挪置换
空间，也是为群众增进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更是为仁怀未来发展留下最大的战略依
托。”遵义市委常委、仁怀市委书记芦忠于斩
钉截铁地说。

当前，仁怀市正重点抓好8座污水处理
厂提标改造、39条溪沟治理项目建设，并结
合实际完善环保治污体系的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引进企业、项目时把环保达标作为硬性

“门槛”，注重引进综合实力强、带动效应好的
优强企业。目前全市白酒生产企业总数998
家，在产酒企905家。

● 绿意盎然——“坚定不移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走深走实生态产
业化、产业生态化路子，让生态保护、产
业发展真正造福酒都人民群众。”

连接云贵川三省的赤水河，作为长江流
域一级支流中唯一无干流大坝的“原生态
河”，在2022年第二届“最美家乡河”评选中，
荣获全国“最美家乡河”称号。

因河而兴、因酒而富的仁怀人感恩于自
然的馈赠，正竭尽全力回赠自然一份绿意。

从地图上看，仁怀市茅台镇双龙村所在
的位置能够辐射到仁怀产区上百家白酒生产
企业，安龙场白酒废水处理厂就位于坐标

点上。
“所有的工业污

水都通过管网流入
水泵房，在我们这里
通过 10 余道工序的
层层过滤处理，达标
后再次排放。”仁怀
市水务净水有限责
任公司工业污水运
管部副部长张润说，
周边忙碌的白酒生
产企业每天产生的
工业废水统一顺流
到政府安装的支流
管道内，然后汇入主
管道，最终抵达安龙
场，它们将在这里完
成“改造”。

纵观仁怀全市，
全长141.68公里的净
水管道将周边625家
白酒企业串联起来，在生产的同时有效“控
污”，更好地保护了生态。

“仁怀一定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走深走实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路子，让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真正造福酒都人
民群众。”芦忠于说，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仁怀市大力实施生态环境
提升行动。

——建立三级河长制度，明确由市长任
赤水河流域仁怀段总河长，镇村两级主要负
责人分别担任本辖区河流、溪沟的河长，实行
每周巡查保洁制度，有效覆盖赤水河流域仁
怀段的河流、溪沟。沿河居民也志愿加入巡
河、护河队伍，共护一江清流。

——强力推进茅台镇支流溪沟综合治
理，39条重点溪沟水质明显改善。

——实施水环境综合治理，建成生活污
水管网212公里、工业废水管网140公里，微
型水质监测站11座，安装白酒废水处理厂除
臭设备8座、企业废水流量计713家、企业视
频监控495家。

——实施国家储备林建设、石漠化综合
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各2万亩，森林覆盖率
达59.8%。

——强化生态环境修复治理，认真落实
赤水河“十年禁渔”，加强水域岸线管护，清退

小水电站7座，治理煤矿生态问题26处，不
断筑牢生态屏障。

——加快发展绿色循环经济，全面推进
秸秆、酒糟、窖泥等资源综合利用，城乡垃圾
资源化利用率达30%，完成“油改气”“油改
电”153家。

随着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
仁怀以酒旅融合为主要抓手的旅游产业化也
迎来了“春天”。

围绕酒旅游、酒体验、酒文创、酒经济价
值提升，仁怀市积极培育“红白绿”三色辉映
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加快创建茅台酒
镇5A级景区、国家酒旅融合示范基地。

2022年，仁怀接待游客676万人次，总
收入达79.5亿元。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仁怀项
目有序推进，西苗故里和酒仙洞2个低效闲
置旅游项目实现盘活，推出醉美酱香之旅等
精品旅游线路3条，中国酒文化城、国台酒庄
入选贵州首批十大酒旅融合景区，中国酒都
文化旅游季精彩纷呈。

如今，在这片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谐
共生的神奇土地上，产业发展如火如荼，成群
结队的猕猴追逐嬉戏于青山碧水间，翩翩而
来的白鹭栖息繁衍，酒都人民陶醉于这片“绿
意”之中……这座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全国文明城市美丽正当其时。

鹭鸟栖息。

五马镇乡村风景。

“城市绿肺”楠竹林公园。

仁怀风光无限好。

仁怀鹿鸣公园景色仁怀鹿鸣公园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