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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遍千山万水，红色遵义‘醉’
美。”近年来，遵义以创建全域旅游
示范区为载体，大力推动以红带绿、
红绿辉映、文旅融合发展，全市旅游
产业项目投资多、体量规模大、发展
速度快，“红色圣地·醉美遵义”旅游
形象品牌影响力、知名度、美誉度提
升显著。

关键词：红色经典

红色是遵义的底色，遵义会议
会址是不可复制的“红色名片”。为
擦亮这张名片，近年来，红花岗区以
遵义会议会址为轴心，通过开放红
色文化场馆、亮化老街古巷、美化沿
江景道、创建休闲街区等方式，烘托
红色文化氛围。同时，以“吃、住、行、
游、购、娱”为抓手，整合老城区域现
有产业资源，规划项目，精准招商，吸
引有实力的商业体入驻，不断丰富该
区旅游业态，做靓红色旅游名牌。

在酒文化与红色文化并存的仁
怀市，神秘的赤水河孕育出美酒茅
台，酝酿了厚重精深的酱香白酒文
化，而“四渡赤水”经典战役，使这片
神奇的土地更具红色文化内涵。红
军四渡赤水纪念园、红色长干山景
区、鲁班场战斗指挥所、梅子坳红军
街……行走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既
会被那些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所震
撼，也会被一路的美景所陶醉。

“遵义，红军在这里创下了强渡
乌江、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等经典
战例，特别是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
革命的伟大转折，在我们党的百年
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书
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遵义市文化
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袁云超说。

据了解，我市有革命遗址遗迹
360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59个。

近年来，我市着力推动遵义会议、娄
山大捷、四渡赤水、突破乌江、鏖战
土城等红色旅游主题产品提档升
级，推出多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打
造“一核、三线、多点”的红色旅游产
品体系。

红色遵义吸引着游客来这里重
温党的历史，追寻红色足迹，感悟共
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从长征精神、遵
义会议精神中汲取营养，开启一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之旅。

关键词：生态研学

近日，贵阳市花溪碧桂园国际
学校的 91名学生，来到位于绥阳县
的十二背后旅游区研学实践教育基
地，感受初夏美好时光。

在为期5天的研学实践中，师生
们与青山绿水相伴，在好奇与求索
中学习成长。双河谷由地下河谷、
天坑、石膏洞组成，拥有丰富的地下
岩溶地貌。“国内罕见地下河谷”“天
坑天瀑”“地下梯田奇观”“高端度假
客栈群”，并称为“双河谷四绝”，孩
子们在探寻过后，被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深深震撼。

为什么山的肚子里面是空心
的？为什么石头里会长出新的石
头？双河溶洞为何成为亚洲第一
长洞？教练带着孩子们探究地质
科普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
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含义。

为了让走进十二背后的孩子
们感受一场真正寓教于乐、沉浸式
和引导型的研学之旅，十二背后研
学实践教育基地结合自身自然资源
和文化特色，根据小学、初中、高中
不同学段的研学实践目标，科学、系
统地开发了地质科普、自然教育、探

险运动、诗歌非遗四大主题课程体
系共21个课程。

同时，利用双河洞国家地质
公园和旅游地学文化村范围内溶
洞自然资源的多样性、内容的广
泛性，开展以走进溶洞生活为主
线的研学活动，让学生了解溶洞
的成因、种类、洞穴生物等，树立
学生保护自然，保持生物多样性
的环保意识。

“遵义海拔适宜、气候温润，冬
无严寒、夏无酷暑，是天然氧吧和避
暑胜地。大娄山脉逶迤壮观、双河
溶洞长冠亚洲、竹海茶海浑然天成、
乌江画廊移步换景、乌江寨如诗如
画、赤水河谷蜿蜒流淌、芙蓉江面水
天一色，优越的生态、宜人的气候、
美丽的山水，吸引全国各地游客休
闲度假、学生研学旅行。”袁云超这
样说道。

关键词：非遗民俗

贵州乌江寨国际旅游度假区是
集休闲旅游度假为一体的综合型度
假区，景区汇聚了丰富多彩的民俗
项目，通过景区业态与文化传承的
深度融合，让“共生之花”在乌江寨
绚丽绽放。

乌江寨在景区业态中设置乌纸
坊，植入花草纸的文化，通过持续发
力，让这一民俗文化彰显魅力。“在
纸浆上直接铺就花草，再经过特殊
处理和自然烘干，你就会得到一幅
美丽的压花画。”乌纸坊花草纸技艺
传承人罗芳美说。

未来，乌纸坊将继续深挖文化
内涵，开展研学活动，让更多的人参
与到纸文化的传承之中。

在赤水市，当地充分利用得天
独厚的旅游资源，以非遗项目为载

体，打造非遗研学体验路线和点位，
大力组织开展民俗节庆活动，发挥
赤水市非遗的聚客功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赤水地
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宣传展示赤
水市旅游的重要方式。该市成功
将曾氏晒醋景区申报为国家 3A级
旅游景区，打造了元厚五星苗寨民
俗文化体验、独竹漂体验、长街宴
体验、油纸伞制作等体验项目，把
非遗体验游作为赤水市乡村旅游
发展的一张名片。

与此同时，赤水市以带动赤水
非遗“走出去”为目标，通过各类节
庆展会不断擦亮非遗名片，先后推
选各类非遗产品参加中国进口博览
会、三亚国际文博会、贵州省旅游商
品推介会等各类节庆和展会；推进
赤水竹编、晒醋等非遗产品入驻上海
大世界商城等；积极组织非遗产品和
传承人参加省内外各类创意设计、比
选评优、旅发大会等活动，不断提升
赤水非遗知名度与美誉度，推进文
旅深度融合。

近年来，我市围绕“四新”主攻
“四化”，坚持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重点项目建设为突破口，以市场为
导向、以效益为中心，扎实推进旅游
产业化“四大行动”，加快把资源优
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奋力
实现旅游提质增效。

“我们将继续在提品质、补短
板、促融合上下功夫，着力打造

‘红绿辉映、多彩融合、文化多元’
的国际一流生态康养旅游目的地
和国内一流红色旅游目的地，推
动文化旅游强市建设，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袁云
超说。

（记者 向婧）

醉美遵义醉美遵义 别样精彩别样精彩

本报讯 （记者 向婧）近年来，
凤冈县立足生态资源，发挥比较优势，
打造以康养为特色的旅游产业，同时
不断推动“思想破冰”行动，探索“三聚
焦”工作法，助推旅游产业发展。

聚焦行业“瓶颈”，科学制定“秘
方”。餐饮、住宿是发展旅游的“瓶
颈”，凤冈县制定《茶庄建设标准》，指
导建成星级茶庄 10家，并整合东西部
协作资金，先后出台《餐饮试点提质方
案》《标准化奖补方案（试行）》等系列
措施，实行分类分级奖补，以奖代补，
兑现奖补资金15万元，撬动市场主体
投入标准化建设资金 100余万元，市
场主体培育由“输血式”到“造血式”转
变突围。

聚焦载体融合，推动赋能转化。
坚持以茶旅一体为“底色”，着力推进

“1+N”旅游模式，引入健身瑜伽、茶海
山地自行车、马拉松、研学、博客文创
等N个业态与茶旅一体深度融合。积
极探索旅游市场营销“爆点”，推动“卖
点”赋能转化，促成云南民族大学中印
瑜伽学院遵义分院落地该县，成功创
建省级体育旅游示范基地 1个，争取
引导培育资金 100万元；创建博客文
创康旅融合基地 3个，载体融合逐步
实现“旅游+”向“+旅游”转变突围。

聚焦体制改革，笃定发展方向。
深化国有景区“三权”分置改革，在业
态成熟的A级旅游景区推行“国有集
团+景区”管理运营模式；在业态相对
欠缺的景区推行“镇村+景区”托管发
展运营模式，做大做活镇村集体经
济。目前，凤冈县长碛古寨景区率先
实现了由属地政府托管试点运营见成
效，积极推进“景区管委会+国有集
团+景区”管理运营试点模式，破解沟
通协调机制不畅、权属职责不清、资源
整合不强等难题，迈出了国有景区改
革先行先试的实质性步伐，推动国有
景区改革多路径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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