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厚职教育事业单位招聘网（www.kaosydw.com）整理，更多资料可访问网站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事业单位招聘和公务员招录考试

备考资料

扫描二维码，关注厚职公考官方公众号获取更多真题和资料

厚职教育事业单位招聘信息网（www.kaosydw.com）整理提供



厚职教育事业单位招聘网（www.kaosydw.com）整理，更多资料可访问网站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贵州省情
（免费提供，仅供参考）

目 录

一、自然地理

（一）地理概况

（二）贵州气候

（三）自然资源

二、历史人文

（一）历史沿革

（二）人口民族

（三）艺术文化

（四）著名人物

三、经济发展



厚职教育事业单位招聘网（www.kaosydw.com）整理，更多资料可访问网站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一、自然地理

（一）地理概况

贵州省，简称“黔”或“贵”，地处中国西南腹地，与重庆、贵州、湖南、云南、广西

接壤，是西南交通枢纽。世界知名山地旅游目的地和山地旅游大省，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

综合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辖贵阳市、遵义市、六盘水市、

安顺市、毕节市，铜仁市、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

贵州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全省地貌可概括分为：高原、

山地、丘陵和盆地四种基本类型，高原山地居多，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是全国唯

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

（二）贵州气候

贵州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暖风和、雨量充沛、雨热同期。境内气候温

暖湿润，年平均气温 15摄氏度左右，年降雨量在 1000~1400毫米之间;年无霜期在 250~300

天之间。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最冷的 1月平均气温 4~6摄氏度，最热的 7月平均气温 15~23

摄氏度。独特的气候特征，使贵州成为理想的休闲旅游和避暑胜地。

（三）自然资源

贵州能源资源主要由水能资源和煤炭资源组成，具有煤电结合、水火互济的优势。全省

水资源总量达 1062亿立方米，水能资源蕴藏量为 1874.5万千瓦，居全国第 6位，横贯全省

的乌江是水能“富矿”。全省煤炭保有资源储量 573.54亿吨，居全国第 5 位，被誉为“江

南煤海”。贵州有十分丰富的煤层气(瓦斯)资源，埋深小于 2千米的煤层气达 3.15万亿立方

米，居全国第 2位。贵州页岩气地质资源量 13.54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量 1.95万亿立方米，

位列全国第 1位。

矿产资源。贵州是矿产资源大省，矿种多、储量大，优势矿种集中分布在交通方便的铁

路沿线和水资源丰富的乌江干流附近，利于开发。全省已发现各类矿产(含亚矿种) 137种，

查明有资源储量的矿产 87种，其中有 53种矿产资源储量排名全国前 10位。查明矿产地 3189

处，其中能源矿产 810处，金属矿产 1146处，非金属矿产 1233处。煤、磷、铝土、锑、金、

锰、重晶石、稀土等矿产资源优势明显，其中锰矿、汞矿、重晶石、化肥用砂岩、砖瓦用砂

岩等保有资源储量居全国第 1位。

生物资源。贵州多类型的土壤、独特的山地环境与气候条件结合，繁衍出种类繁多的生

物资源。全省有维管束植物 9982种;列入国家Ⅰ级保护的珍稀植物有冷杉、银杉、珙桐、贵

州苏铁等 16 种。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有脊椎动物 1053种;列入国家一级保护的珍稀动物有

黔金丝猴、黑叶猴、黑颈鹤等 15种。“夜郎无闲草，黔地多良药”。贵州是中国四大中药材

产区之一，全省有药用植物 4419种、药用动物 301种，天麻、杜仲、黄连、吴萸、石斛是

贵州五大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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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贵州旅游资源富集，是名符其实的自然风光“大公园”和民族文化“大观园”。

目前，全省拥有 A级旅游景区 143 家，其中国家 5A级旅游景区 4家(黄果树、龙宫、百里

杜鹃、荔波樟江)，4A级旅游景区 60家;世界自然遗产 3 个(荔波、赤水、施秉云台山)，世

界文化遗产地 1个(遵义海龙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项(侗族大歌);国家生态

旅游示范区 4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0个，国家森林公园 25个，

世界地质公园 1 个(织金洞)，国家地质公园 9 个，国家湿地公园 36 个，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26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镇、村)25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7个。

二、历史人文

（一）历史沿革

贵州是中国古人类的发祥地和中国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距今五六十万年前就有人类在

这片土地上栖息繁衍，现已发现黔西观音洞、盘县大洞等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40多处。

观音洞对研究中国旧石器时代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被正式命名为“观音洞文

化”。大量出土的石器、陶器、青铜器、铁器等文物还表明，贵州具有悠久的开发历史。春

秋以前，贵州黔东北地区属于荆楚，其余地区泛称南蛮。战国、秦汉时期，夜郎国崛起于中

国西南部，贵州成为夜郎的中心。宋代，“贵州”作为地名始见于文献。明永乐十一年(公

元 1413年)，设置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正式建立行省。抗战时期，贵州成为支持全国的大后

方，大量机关、工厂、学校内迁，对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949年 11月 1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解放贵阳，贵州的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二）人口民族

1、人口

截止到 2015 年年末，贵州省全省常住人口为 3529.50万人。同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

的 3474.86万人相比，五年间共增加 54.64万人，增长 1.57%，年平均增长率为 0.31%。

其中，5年时间里，全省全年出生人口为 45.88万人，出生率为 13.0‰；死亡人口为 25.41

万人，死亡率为 7.2‰；自然增长人口为 20.47万人，自然增长率为 5.8‰。与 2010 年第六

次人口普查相比，出生率下降了 0.96个千分点，死亡率上升了 0.65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

下降了 1.61个千分点。

全省家庭户共有 1068.51万户，家庭户人口为 3419.23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3.20 人，户规模比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减少 0.04人。

民族构成方面，统计显示全省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 2247.23万人，占 63.67%；各

少数民族人口为 1282.27万人，占 36.33%。同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长

0.57%，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 3.37%。

2、民族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全省共有民族成分 56个，其中世居民族有汉族、苗族、

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瑶族、壮族、畲族、毛南族、

满族、蒙古族、仫佬族、羌族等 18个民族。全省有 3个民族自治州、11个民族自治县，地

级行政区划单位占全省的 30%，县级行政区划单位 46个，占全省的 52.3%；少数民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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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国土面积 9.7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55.5%。还有 253个民族乡。千百年来，

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创造了多姿多彩的贵州文化。

2009年末，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39%。全省有 3个民族自治州、11个民

族自治县，地级行政区划单位占全省的 30%，县级行政区划单位 46个，占全省的 52.3%；

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国土面积 9.7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55.5%。还有 253个民族

乡。千百年来，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创造了多姿多彩的贵州文化。

（三）艺术文化

1、苗族剪纸

黔东南苗族称剪纸为“剪花”、“苗花纸”。在长期的刺绣实践中，艺人们发现用剪纸

图案来代替在绣面上描绘图案，可以准确无误地不断复制，既省工又省时，同时也能保持绣

面的干净洁亮，从此，她们就把剪纸图案作为刺绣艺术的“蓝本”。为了保证刺绣的质量，苗

族妇女们把她们的聪明才华和喜怒哀乐等审美观融入到剪纸图案中，使之与众不同，具有鲜

明的民族特色。

苗族民间剪纸形式灵活多样，各具特色。如“中心构图式”，艺人主要在画面中心表现

主题，四周讲究相应的对称协调，用不同的花木草虫来装饰搭配。这与“不完全对称”式那

种以中轴为坐标，以量的平均分配来使画面产生稳定感、层次感和节奏感有所不同，突破只

讲求统一，不讲求变化的单调刻板的构图形式。

2、美食文化

贵州菜又称黔菜，由贵阳菜、黔北菜和少数民族菜等数种风味组成。在明朝初期，贵州

菜已趋于成熟，许多菜式都有 600多年的历史。

贵州菜肴的一大特色就是酸。贵州有“三天不吃酸、走路打蹿蹿”的民谣。酸菜家家腌

制，食之开胃消食。酸汤则有爽口提神、杀菌消毒、去油腻化脂肪、健脾防结石的功效。酸

菜的腌制主要原料为萝卜、白菜、卷心菜等。酸汤的制作又分菜类酸、鱼类酸、肉类酸、米

类酸等，完全靠生物自然发酵而成。

（四）著名人物

张之洞：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出生于兴义府，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

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何应钦：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字敬之，贵州省兴义人。

王阳明：（1427～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世称“阳明先生”。明

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



厚职教育事业单位招聘网（www.kaosydw.com）整理，更多资料可访问网站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杨龙友：明代著名诗人、书画家。

姚茫父：清末民初著名画家、诗人、学者。

尹珍：(79-162)，字道真，东汉牂牁郡毋敛(今正安县)人。贵州最早见诸文字，最先走

出大山、叩问中原文化的著名学者、文学家、教育家和书法家。

陈恒安：当代中国著名书法家、文史学家。

宋吟可：当代中国著名画家。

萧娴：当代中国著名书法家。

周起渭：字渔璜，号桐野（1663 年～1714 年），贵阳青岩骑龙人。清初著名学者、诗

人。24 岁乡试第一，31 岁进士及第。历任翰林院检讨、编修、侍讲学士。后任浙江正考官、

直隶学政和詹事府詹事等职。

谢三秀：字君采，明万历、天启年间著名诗人。曾三任掌故，精于诗作，诗名远播，有

“天末异士”之誉。

赵以炯：清咸丰十七年（1857 年）生，为云贵两省自兴科举以来“以状元及第而夺魁

天下”的第一人。

熊蕴竹：毕节县（今七星关区）人。中共早期革命女杰。

乐森璕：（1899 年～1989 年），字季纯，祖籍贵州黄平县。民国 7 年（1918 年）考入

北京大学预科，民国 9年（1920 年）升入该校本科地质系，民国 13 年（1924 年）毕业，获

理科学士学位。民国 23 年（1934 年）考取公费留学德国。1936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在中国

地质勘探、矿产资源开发方面贡献卓越。

周素园：贵州毕节县（今七星关区）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和学

者。前清贡生。贵州籍辛亥革命元勋。贵州第一份日报《黔报》创办者。大汉贵州军政府行

政总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八路军高级参议。

黄齐生：（1897 年～1946 年），贵州安顺人。他毕生和陶行知、黄炎培等探索中国教

育改革之路。曾两次到延安，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会见，两位中共领袖对黄齐生为抗

日救国所做贡献倍加赞赏。

三、经济发展

初步核算，2016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11734.43亿元，比上年增长 10.5%，增速高于全

国（6.7%）3.8个百分点。这是继 2015年之后，贵州省 GDP再次突破万亿元，同时根据日



厚职教育事业单位招聘网（www.kaosydw.com）整理，更多资料可访问网站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前各省区公布的数据，贵州 GDP 增速仅落后于西藏和重庆。10.5%的增速是继 2010年后，

贵州省连续 6年 GDP增速居全国前三位。

除了 GDP快速增长，贵州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2016年

为 1.58%，比上年提高 0.05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增加值 1846.54亿元，比上年增长 6.0%；

第二产业增加值 4636.74亿元，增长 11.1%；第三产业增加值 5251.15 亿元，增长 11.5%。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33127元，比上年增加 32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