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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分析黔南州水生态环境现状基础上,结合国家、贵州省对推动黔南州生态绿色发展的有关政策,提出未来黔南州开

展水资源商业化开发,做好“水”文章的一些工作建议,包括推进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涉水建设项目生态化治理、社会资本参

与水环境水景观建设等内容。 

[关键词] 黔南州；水资源；水经济；关键点 

 

1 水生态状况与机遇挑战 

1.1 水生态状况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南州”)地处贵州

省中南部,是长江、珠江“两江”上游生态屏障,下辖13县(市、

区),总面积2.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20万,少数民族人口占

总人口的58.23%；州内平均海拔997米,年均气温16.2℃,冬

无严寒、夏无酷暑、雨热同季,属典型的亚热带温暖湿润季

风气候；境内水系发达,水资源丰富,全州河流水系以苗岭山

脉为分水岭,岭北属长江流域的乌江水系和沅江(洞庭湖)水

系,岭南属珠江流域的红水河水系和柳江水系。境内共有中

小河流310条,总长约5000公里,河网密度约为0.2公里/平方

公里。水资源分区有乌江-思南以上、洞庭湖-沅江浦市镇以

上、红柳江-红水河、红柳江-柳江4个水资源三级区。全年

年均降雨量1300毫米,水资源总量达到156亿方。 

1.2 机遇挑战 

“…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培植后发优势,奋力后

发赶超,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

新路”,这是 2015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时作出的重

要讲话,是针对贵州发展实际提出的殷切希望,也是今后贵

州省各项工作的总纲；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国

务院确定的重要战略部署,黔南作为黔中经济带核心区和长

江、珠江上游生态安全重要屏障及水源涵养区,将得到国家

和相关省市的政策、技术以及资金的扶持；贵州省是首批国

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试点省份之一,黔南也将面临难得的

政策机遇；2019 年 1 月底,贵州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全

面支持黔南绿色发展建设生态之州的意见》,更是为黔南绿

色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如何牢牢把握政策优势,找准区域发展新方向；如何在

区位优势不足、资源禀赋差、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的条件下实

现经济发展,将是当前黔南州委州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机

遇和挑战并存。 

2 做好水文章的几个关键点 

黔南州水资源丰富,人均水资源量3850方,是全国人均

水资源量的1.8倍；通过前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的实施,

黔南水环境质量也在持续性向好,杨柳街河水生态治理工程

的实施让都匀城区河道水质突破性的实现2年稳定达标；“一

河两江”(指的是瓮安河、重安江和都柳江)重点流域环境综

合整治工程保证了总磷和锑浓度的持续性降低；千人以上集

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继续保持100%达标；地表水水质优良率

达90.9%,高于省级目标任务4.5个百分点…,在改善环境质

量的同时,我们也清楚地感受到水环境的变化既丰富了市民

的业余生活,带动了旅游产业的发展,也逐步改善了周边投

资环境。例如：在“三江堰水生态公园”的局部地方,利用

建筑物形成的特色水景观营造了良好的商业开发环境,在库

区靠近茶园河斗篷山路桥上段,正在建设茶馆酒吧一条街；

在库区下游右侧,将打造五星级酒店,用作高端餐饮或举办

小型会议的场所；美丽的雨花湖湿地公园也迎来了大批特色

餐饮业和诸如沃尔玛、万达等知名商场的入驻…,由此,我们

嗅出了水的商业化气息。 

伴随着黔南水环境的持续改善和水脉连通,黔南“水经

济”正在逐步崛起。从以水为核心的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到

优质矿泉水、温泉等水产业的兴起,再到相关餐饮、酒店服

务业和房地产开发等商业的突飞猛进,无不彰显着水资源商

业化开发利用的独特魅力,那么,如何激活“水”的商业化特

点,做好水文章,在既能改善水体环境的同时,又可以使其成

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建议做好以下几个关键点： 

2.1 持续不断地推进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从水生态到水经济,中间有一个层次,是一个递进的关

系。在“水生态”阶段,主要是进行环境的治理和重塑,环境

的治理是立体的,是最能直观感受到的,也是最能直接吸引

外部投资商关注的,所以必须不遗余力的持续推进水生态环

境的保护和修复,全力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通过水、土、

固体废物的治理和农村环境的综合整治,逐步构建水资源保

护与河湖健康保障体系,以此来形成优良的水生态,而优良

水生态是水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在此阶段,要坚持“保

护优先、统筹兼顾”的原则,确保要以改善水生态环境为核

心,再适度建设亲水景观。 

2.2 坚持涉水建设项目的生态化治理 

“水生态”之后更进一步则是“水休闲”,能够体现出

休闲舒适则必然离不开优美水景观的烘托,需要打造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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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慢的业态。目前,黔南许多镇街借助水域发展逐步打造旅

游产业,这正是“水休闲”的体现,荔波小七孔的美决然离不

开小七孔河的幽静与隽秀；去过龙里龙门镇的游客也依然还

会眷恋朵花河那一泓涓涓细流；福泉古城那一弯水上太极图

也无不诠释着上善若水的境界…。如何打造休闲舒适的水景

观,就必须做好涉水建设项目的生态保护,并全面实施生态

化治理。在河湖整治中,要积极引入先进的生态设计理念,

逐步破解传统生态治理模式下存在的弊端,不断提高水景观

的品味和生态友好度。要坚持“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原

则,不盲目裁弯取直、围垦水面和侵占河道滩地,在满足行洪

功能前提下,尽量保留原生生态植被和地貌,尽量减少人工

雕琢；确需改造的必须采用生态治理的模式,并因地制宜打

造亲水平台,与周边建筑物风格协调。 

2.3 培育好水产业发展的沃土 

黔南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岩溶较发育,地下水资源蕴

藏丰富,年均达到36亿立方米,且水质状况较好,根据《贵州

省水资源保护规划(2015年)》水质评价结论,黔南州地下水

以Ⅱ类水质为主,北部瓮安、福泉、龙里和贵定为Ⅲ类；部

分区域的地下水含有硒、锶等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微量元素,

该地下水既是优质的矿泉水资源,也是温泉洗浴的最佳选

择。面对如此丰富而优质的地下水资源,要如何培育好水产

业的发展,无外乎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全面排查摸清区域地

热资源和泉水资源,考虑交通、地质条件等因素进行分类,

交通区位较好和地质结构稳定的优先开发；二是落实“放管

服”要求,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简化取水许可和开采矿泉水、

地热打井的审批；三是制定优惠政策,例如减半征收增值税

等。优质的资源和宽松的政策必然将带动大批水产业的兴起。 

2.4 充分借助社会资本参与水环境水景观打造 

黔南州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不足,特别是中部和南部区

域,那么发展旅游业和服务产业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

动力。按照“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在黔南财政紧张的客

观事实下,尤其要借助市场这双无形之手。在城乡建设时,

要提前做好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做好区域水环境治理和水景

观的建设,整体打造以围绕水域景观为核心的集餐饮、住宿、

购物和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商业街,并引导水域周边房开商

或其他商业主体先期投入资金用于改善水体环境,实现后期

的土地增值和营销收入的增长。如此,既可以提升城市形象

和品位,又能增加就业岗位和财政收入,实现了政府与企业

的合作共赢,但一定要避免水景观的同质化问题。在旅游方

面,一方面要借助工程项目建设积极打造水利风景区,挖掘

水文化内涵,打造水文化产业项目,支持黔南旅游业发展；另

外,要将景区内水域管理一并纳入景区管理的职责范围,负

责水域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尽量减少政府支出。 

“水经济”已然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如何

做好水文章,并充分发挥水的商业化性质,应该成为黔南州

当前和经后一段时期重点研究的课题。当前,一定要牢牢把

握住省政府大力支持黔南绿色发展的契机,做好水域环境治

理、水乡综合体建设、水产业扶持和涉水旅游景区打造的顶

层设计,统筹协调推进,努力将黔南打造成生态宜居、经济效

益明显、城乡水文化浓郁的生态幸福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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