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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位于

贵州省西北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居

住着汉、彝、回、苗、布依等 19 个民

族，全县总人口 160 余万人，是贵州面

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县。

威宁县历史文化悠久，有热烈奔放

的彝族火把节、庄严肃穆的回族古尔邦

节、欢快明朗的苗族花山节等节庆活

动，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多民族共生共

荣。交通区位优势突出，资源优势得天

独厚，矿产资源丰富，绿色能源开发前

景好。旅游资源丰富，草海被誉为“高

原明珠”。

近年来，威宁县地区生产总值从

2010 年 的 61.29 亿 元 增 加 到 2021 年 的

308.99 亿元，经济总量从毕节全市第六

位跃升至第二位，产业发展、基础设

施、生态建设、改革开放、民生福祉、

社会治理等取得重大突破，成为我国县

域经济大踏步前进、跨越式发展的缩

影。

威宁新能源产业成为新型工
业化主力军

“威宁就是一片 6000 多平方公里的

阳光地带，发展新能源项目具有先天的

禀赋和资源。”三月，在海拔 2900 米的

马摆大山山巅宽阔的台地上，17 台巨大

的风力发电机错落有致排开，巨大的扇

叶在阳光下缓缓地转动，提起地处云贵

结合部的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

县新能源建设，该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刘奇兴奋地说。

近年来，威宁县依托丰富的风光水

资源优势，始终坚持把新能源产业作为

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主导产业，深入推进

新能源产业规模化、基地化、智能化发

展，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新能源项目

取得了较快进展。在原本寒冷的荒山秃

岭上，一排排高高耸立的风能发电机随

处可见，漫山遍野高架的光伏板在阳光

下熠熠闪光，光伏板下各色时令蔬菜的

幼苗破土而出，国家电投贵州金元集团

的管理人员介绍说，光伏发电不仅为原

本贫瘠的乌蒙山脉增添现代化色彩，还

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截至目前，威宁县累计建成并网发

电清洁能源项目 62 个，装机规模 368 万

千瓦，总投资 261.9亿元。其中，风电项

目 26 个，装机 128.65 万千瓦，总投资

121.96 亿元；光伏项目 35 个，装机 215.3
万千瓦，总投资 115.44 亿元；水电项目

1 个，装机 24 万千瓦，总投资 24.5 亿

元。累计发电 250 亿度，累计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量 2500 万吨，累计减少碳粉尘

排放量 612 万吨，累计减少二氧化硫排

放量 67.5 万吨，累计减少氮氧化物排放

量 33.75 万吨，累计节约标准煤 1000 万

吨，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作

出了重要贡献。

2021 年 7 月，威宁县向国家能源局

成功申报列入全国 676 个整县推进屋顶

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县之一。2022 年，

在试点乡镇 （街道） 完成屋顶分布式光

伏装机容量 6 万千瓦以上，起到示范引

领，形成有效突破。以 2023 年完成党政

机关建筑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

例不低于 50%；学校、医院、村委会等

公共建筑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

例不低于 40%；工商业厂房屋顶总面积

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 30%；农村

居民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

低于 20%的试点任务，向国家能源局申

报屋顶开发示范县，规划到 2025 年基本

形成国家级清洁能源示范县建设框架和

发展机制，形成易复制、可推广的威宁

经验。

威宁县工信局局长刘秉贵说：“威宁

2022到 2023年力争新增建成 19个风电光

伏项目，装机容量 124 万千瓦，预计投

资 65 亿元，届时全县新能源项目装机容

量累计达到 500万千瓦。”

今后，威宁县将利用丰富的风光资

源和屋顶资源，大力实施新能源项目，

力争到 2025 年全县新能源装机突破 1000

万千瓦以上。全力打造贵州省最大的可

再生能源产业集群。将积极探索农光互

补、畜光互补、风光储能、低风速风电

资源开发等多种开发利用方式，着力推

动可再生能源延伸发展，建设一批“新

能源发电+制氢”项目，创建国家级新

能源产业基地，使新能源产业成为新型

工业化主力军。

威宁生态文明建设与草海综
合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碧海蓝天，鹤翔其间。草海位于乌

蒙山脉腹地威宁县城南侧，是以保护完

整、典型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和以黑颈

鹤为代表的珍稀鸟类为主的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保护区面积 120 平方公里，湿

地面积 25 平方公里，是我国面积最大的

构造岩溶湖，素有“高原明珠”“百鸟

之都”“物种基因库”“中国黑颈鹤之

乡”之称。

2016 年以前，草海保护区范围人类

活动频繁、放牧及规模化养殖突出、污

水大量直排、人鸟争地严重，草海生态

环境面临严重威胁。对此，贵州省和威

宁县高度重视，紧紧围绕“治水、治

山、治环境”工作思路，实施“法制护

湖、退城还湖、退村还湖、退耕还湖、

截污治湖、造林涵湖”六大工程，加强

生态修复，坚持系统思维，统筹考虑，

多措并举，有力有序有效推进草海生态

保护与综合治理各项工作。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草海保护

条例》 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获贵州省人大

常委会批准实施，威宁县同步组织制定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草海保护条

例实施细则》 并颁布施行。同时成立综

合执法办公室、草海公安分局、草海生

态法庭、草海生态检察室，成立草海巡

护大队，整合县内多家执法主体开展联

合执法，充分整合执法力量。深入开展

普法宣传，采取印制宣传资料、举办专

题讲座、开展知识竞赛等宣教方式，统

筹使用好社区讲习、学校宣教基地等阵

地，有效提升了环草海周边群众的生态

保护意识。

威宁县采取点线面结合的方式，建

立健全保护区人类活动巡查监管机制，

对草海保护区 120 平方公里范围内明确

100 名巡护员各自责任片区，形成“网

格化”巡查监管机制，对草海保护区开

展全天候、无死角的巡查巡护，确保苗

头隐患清仓见底。关闭了湖区划船旅游

活动，拆除了西海、江家湾、白家咀 3
个码头旅游设施。同时开展禁渔、禁牧

联合行动，全面禁止保护区内规模化养

殖，对草海禁渔、放牧行为进行常态化

管控，草海保护区违法放牧行为基本杜

绝。

贵州省政府行文废止县城总体规划

与保护区重叠区域规划，对威宁县城总

规进行了修编，原城市规划与保护区重

叠的 22652 亩全部退出城市规划区，对

保护区范围内的违规违法房地产开发项

目建筑拆除 14.8 万平方米并复绿，收回

保 护 区 内 原 出 让 开 发 建 设 用 地 2182.5
亩。有序推进生态移民搬迁及棚户区改

造工程，已完成草海生态移民搬迁及棚

户区改造 5969 户，拆除区域建筑垃圾已

清运、覆土，人类活动对草海湿地生态

环境的影响从源头上逐步减少。

同时，完成 6 万亩退耕还湿土地征

收，利用退耕土地，采取生态有机方

法，累计建设候鸟觅食地近 2 万亩，种

植水莎草、土豆、胡萝卜等候鸟喜食植

物和农作物，全力为黑颈鹤等重点保护

鸟类打造“食堂”，“人鸟争地”矛盾和

面源污染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采取“外堵内治”的方式，建成老

城区污水收集管网 47.44公里，配套建设

大中河、万下河等主要入湖河流沿线住

户庭院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1307
套、集中式处理设施 7 套。建成投运草

海日处理 1 万吨污水处理厂提质增效项

目、环草海 20 个分散式污水处理站、西

海码头水质净化试点工程。

完成草海流域造林绿化 43500 亩，

其中石漠化治理区封山育林 21000 亩、

县城周边重点区域大苗绿化 2000 亩、草

海上游低效林改造 10500 亩、退耕还林

4000 亩、杨湾桥水库水源涵养林 4000
亩。建设完成 2015-2018 年度坡耕地水

土流失治理项目，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

积合计 88.33平方公里。

通过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努力，草海

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

生物物种由 2016 年的 1954 种增加到

2600 种，鸟类栖息地觅食地不断扩大，

以黑颈鹤为代表的重点保护珍稀鸟类种

类不断增加，鸟类种类由 2016 年的 220
种增加到 246 种，草海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黑颈鹤的数量从 2016 年的 1694 只增加

到 2021 年的 2034 只，占全球总数的五分

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黑颈鹤之乡。

威宁县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以高质

量发展统揽全局，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

底线，深入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牵头将生态文明

理念贯穿于威宁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全过程，

高质量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努力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截至目前，

威宁全县森林覆盖率 50.06%，全县环境

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率为 99.4%，

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全县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在 100%、城区

生活垃圾收运覆盖率达到 100%，无害化

处理达到 94%以上。出境断面水质优良

率除草海2个断面外，其余5个省控监测

断 面 达 到 水 质 现 状 Ⅱ 类 ， 达 标 率 为

100%，威宁县已建成区污水处理率已达

94.45%，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已

达100%。

“草海像是一个‘公主’，她的美丽

需要我们用心呵护。”威宁县县长邓林

形象地说。

威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
是人的城镇化

夜晚乌蒙山深处的威宁县城，高楼

耸立，霓虹闪烁，车水马龙，城市广场

人影绰绰，一片欢声笑语。

近年来，威宁县实施“大城大县”

战略，着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

居、宜业、宜商的现代化高原湿地生态

滨湖城市。

威宁县新型城镇化建设日新月异，

每天新的变化演绎着新的故事。新型城

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城市建设发

展也在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和向往。

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威宁县成

立新型城镇化工作暨城乡融合发展工作

领导小组，建立了新型城镇化专项组工

作机制，制定印发《威宁县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2021-2025）》，

从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完善城镇功能设

施、优化城镇产业布局、提升城镇治理

水平、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强化保障措

施落实等六个方面明确了各部门和乡镇

（街道） 职能职责，分解了年度重点目

标任务。制定了城镇化率监测实施方

案、城镇化考核办法等文件，城镇化工

作推进机制逐步完善，有力确保威宁新

型城镇化建设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威宁县强化规划引领，城乡建设更

加有序，逐步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成立了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积极推

进 《威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等文件

编制和实施。加强城乡规划管理，严格

执行《威宁县县城总体规划 （2019-2035
年）》，从“开放空间、天际线、景观

廊道”等方面的有机融合促进县城景观

风貌提升。注重城市公共空间建设，高

标准规划了北坡森林公园、望海公园、

星光公园、水井湾公园等公园，提升居

民幸福感。加强详细规划编制。为精准

管理各类项目建设提供依据，已编制

《商贸物流园控制性详细规划》，正在组

织编制 《干海子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

《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

规 划》， 已 启 动 城 市 规 划 设 计 。 高 标

准、高起点编制地产项目规划设计，推

动地产项目提质升级，完善小区配套设

施，提升居住小区品质。

目前，威宁县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

36平方公里，城区人口达 32万。2021年

全员人口统筹信息系统监测全县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达到 47.42%。

威宁县城镇空间布局不断优化，县

城中心地位日益凸显，小城镇建设齐头

并 进 打 造 ，“ 一 核 、 一 圈 、 两 群 、 三

轴、四片区”城镇空间布局逐步形成。

谋划了环城区改扩建 G356 和 G326 国道

二级公路 63 公里，提升城区交通便捷

度，扩容城区发展空间。

城市功能不断完善，抢抓建设滇黔

结合部重要区域性支点城市的历史机

遇，进一步推进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力度，不断增强县城产业支撑能

力、提升综合经济实力、提升人居环境

品质。

推动“城湖一体”和谐发展，坚持

以大生态战略行动为引领，统筹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加大生态环保基

础设施项目资金投入，实施草海生态保

护，发挥县城毗邻草海优越生态优势，

优化城市与草海自然形态，推动“城湖

一体”和谐发展。

立体交通体系逐步完善，威宁草海

机场加快建设，都香高速、威宣高速建

成投用，威彝高速、威会高速前期工作

顺利推进，盘六威昭铁路、昭黔铁路前

期工作积极推进，“136”立体交通体系

加速构建，城市承载能力不断增强。

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2021 年

在建房地产项目 29 个，累计完成商品房

销 售 面 积 79.62 万 平 方 米 ， 完 成 投 资

28.58亿元，实现销售收入 16亿元。2022
年在建房地产项目 18 个，完成总投资

4.1 亿元。抓实新型城镇化项目建设，

2021年新型城镇化项目完成投资 55.24亿

元。

资料显示， 2021 年完成三个片区

1835 户老旧小区改造，完成 10 条背街小

巷改造，完成 4491 户棚户区改造。城市

骨架路网建设纵深推进，建成乐隐路

（南段）、江北路 （南段）、凤山大道延

伸段等市政道路约 1800 米，目前正在建

设环五小道路、九三路 （南段）、燕山

路 （东段） 等市政道路，全年力争新增

市政道路 1500 米。城市停车场建设步伐

不断加快，全县有 41 个停车场，7511 个

停车位，今年计划新增 2000 个停车位。

县城燃气管网累计建设改造 43 公里，城

区燃气覆盖率达到 65%，逐步实现新旧

城区居住片区天然气管网全覆盖。大中

小型水库及配套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已

建成土地山、雪山、小米、川洞海子水

库，新增城镇水源供水能力 1250.49万立

方米，目前城市供水能力达到 5 万立方

米/日。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医疗

卫生配套水平逐步提升，县人民医院和

妇女儿童医院已建成投用，2021 年以来

新增医疗卫生床位数 1640 张，每千人口

执业医师数达到 1.6 人，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 1.01 张。教育服务

水平逐年提高，已建成四幼、七幼、九

幼等 15 所公办幼儿园，新威中和七中建

设强力推进，教育设施日趋完善、教育

服务半径更加合理，学前教育三年毛入

园率提高到 91%，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提高到 96.3%，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提高到 92.1%。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

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比率达 100%。

养老服务设施水平不断提升，2021
年以来，威宁县积极推进向老服务设施

建设，对县城 2 个标准化养老院进行改

造提升，完成 4 个乡镇敬老院提质改

造。新增了 170 张护理型床位，养老机

构护理型床位占比 10.33%。

体育设施配套水平不断提升，已建

成乌撒体育馆、威宁县田径场等公共体

育场地，人均公共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1.57平方米。

市场主体不断壮大。全县企业主体

累计达到 10825 户，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 52个。实施技术企业改造 10户。城

镇创新创业水平不断提升， 2021 年以

来，累计新增城镇就业岗位 12046 人，

累计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2.26 万

人，2021 年以来累计实现 0.46 万名左右

大中专学生创业就业。累计培育和评选

认定各级各类工匠 202人。

强化城镇管理，城镇形象更显魅

力。积极推进环卫市场化，垃圾日产日

清，机械化作业面积达 85%，实现城区

环卫保洁精细化管理，提高环境卫生保

洁水平。城镇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实现

垃圾焚烧发电站并网发电，垃圾处理规

模达到 800 吨/日。积极探索城市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建设改造污水管网 72.36千

米，县城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95.17%，

加强环城林带和城市绿地、湿地、城市

公 园 建 设 ， 城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到

25.0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0.59 平方

米，湿地面积 10万亩。

在今年 1 月召开的贵州省“两会”

上，贵州省人大代表、威宁县委书记胡

敬斌介绍说，威宁县已经谋划了“五大

工程”“五大产业”“五大创建”“五大名

片”“五大驱动”攻坚行动的重大举措，

今后，威宁县将在“七个实施”上持续

发力，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把威宁打

造成滇黔结合部重要区域性支点城市。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贵州省威
宁县发展和改革局提供）

贵州威宁：敢叫乌蒙换新颜

20102010 年至年至 20212021 年年，，威宁县经济总量从毕节全市第六位跃升至第二威宁县经济总量从毕节全市第六位跃升至第二
位位，，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生态建设生态建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民生福祉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社会治理
等取得重大突破等取得重大突破，，成为我国县域经济大踏步前进成为我国县域经济大踏步前进、、跨越式发展的缩影跨越式发展的缩影。。

国家电投贵州金元集团的管理人员介绍说，威宁光伏发电不仅为原本贫瘠的乌
蒙山脉添添现代化色彩，还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黄振国 摄）

威宁县实施“法制护湖、退城还湖、退村还湖、退耕还湖、截污治湖、造林涵湖”六大工程，加强生态修复，坚持系统思
维，多措并举，有力有序有效推进草海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各项工作。图为综合治理后的草海一角。

近年来，威宁县实施“大城大县”战略，着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
宜业、宜商的现代化高原湿地生态滨湖城市。图为威宁新城区一角。 （何 欢 摄）

碧海蓝天，鹤翔其间。草海位于乌蒙山脉腹地威宁县城南侧，是以保护完整、
典型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和以黑颈鹤为代表的珍稀鸟类为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漫山遍野高架的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光伏板下各色时令蔬菜的幼苗破土而
出。图为威宁平箐光伏电站。

（本版内容原载于 《中国改革报》

2022年3月27日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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