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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赤水市坚持打造“全域旅游·
全景赤水”，深入实施旅游市场主体培育、
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旅游业态升级、闲置低
效旅游项目盘活提升、旅游品牌营销打造

“五大行动”，不断促进旅游产品提质、产业
增效、服务提升，推动全市旅游产业高质量
发展。

2021年，赤水市接待游客 1008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超 100亿元，成功入围中
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今年
1月至 4月，接待游客 211.18万人次，旅游
综合收入20.08亿元。

遵义5A级旅游景区零的突破

赤水市山美水美风景美，是中国第八
个世界自然遗产项目所在地，拥有国家首批
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等诸
多名片。

近年来，赤水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共建共享”的发展战略，山地旅游基
础日益巩固，旅游品牌日趋响亮；红色、河
运、非遗、生态等四种文化相互碰撞交融，
文化旅游自信日益彰显；石沓沓古城、贵福
金街、三十里河滨大道相继建成，夜间旅游
业态日益丰富。2020年12月，赤水丹霞旅
游区成功晋升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实现
了遵义市5A级旅游景区零的突破。

赤水丹霞旅游区，是一个汇集了丹霞
地貌、瀑布群、竹海、桫椤、原始森林等特色
风貌的自然生态景区。依托得天独厚的自
然资源和“5A”这一响亮的招牌，该旅游区
加快推进旅游产业化发展，基础设施、旅游
业态、服务质量不断提档升级，吸引游客纷
至沓来。2021年以来，该旅游区结合客源
市场需求，及时调整营销结构，成立品牌策
划、渠道维护、业态管理、研学团建四个全经
济指标运行中心，围绕景区人次、消费、业态
结构针对性开展运营工作。营销模式从传
统渠道向新型渠道转型，从团队营销向散客
营销转型，从线下营销向线上营销转型，不
断推陈出新，强化品牌影响和品质提升。

该旅游区以平台化运营为原则，广泛
引进社会资本合作，重点围绕特色民宿打
造、体验业态植入、研学基地构建、文创打
造、商业店铺功能提升等开展招商引资和
合作联营工作，为景区带来更加丰富的游
客体验和消费需求。通过挖掘旅游消费潜
力，推动多业态跨行业联动发展，景区市场

结构不断优化。
以赤水丹霞旅游区为龙头，今年，赤水

抢抓新国发2号文件政策机遇，坚持市场化
方向，集中各方资源优势，积极理顺合作关
系，推进涉旅体制改革，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与此同时，大力引进优强旅游市场主
体，通过转让、租赁、招商合作等多种形式，
积极探索创新工作机制和合作模式，千方
百计盘活闲置旅游资产和项目，加强旅游
景区基础设施建设，更好满足大众特色化、
个性化、多层次的旅游需求。

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质量

依托旅游资源优势，走旅游路、吃旅游
饭、打旅游牌成为赤水市实现跨越发展的
必然选择。

景区品质和服务质量是旅游产业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一环。今年，赤水市文化旅游
局负责人带队到旺隆镇桫龙虫茶基地开展
茶旅融合景区标准化培育现场指导工作。

赤水虫茶制作技艺是第五批省级非遗
项目，桫龙虫茶上榜第五批“贵州老字号”
企业名单，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精湛的
制作技法，推进桫龙虫茶基地3A级景区培
育是该市农旅、文旅融合的重要举措。

工作组先后对核心景区范围、管理
主体、核心景观资源、配套服务设施等方
面进行了详细了解和分析，结合 3A级旅
游景区创建标准提出指导性意见，同景
区业主就茶旅融合景区建设进行深入交
流，对景区景点管理方提出的问题进行
现场解答。

在旺隆镇金钗石斛示范园区、曾氏晒
醋景区等景区景点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赤
水市文化旅游局积极参与指导，协助景区
按照相关标准不断完善旅游元素，提升景
区核心景观价值，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合理
布局旅游业态，切实推进旅游标准化培育
和创建工作。

据了解，为做好旅游景区景点服务质
量提升工作，今年，赤水市还组建专班，启
动赤水丹霞旅游区 5A级旅游景区和赤水
全域旅游示范区复核迎检工作，开展赤水
河谷国家旅游度假区整改提升工作。并推
动A级厕所、5G网络等在该市A级旅游景
区实现全覆盖。

在提升配套服务方面，围绕竹、药、醋、
鸡、酒，打造“熊猫菜”“红军菜”“丹霞菜”

“瀑布菜”四大菜系；立足周边3大机场，开
通旅游专线，构建“快进慢游”交通体系，让
游客享受放心、安心、舒心的服务。

除此之外，赤水市文旅部门结合“文明
在行动·满意在贵州”活动和“多彩贵州满
意旅游痛客行”行动，常态化开展旅游市场
专项整治工作，严厉打击各类扰乱旅游市
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

“红绿”融合促发展

赤水市立足旅游资源禀赋，发挥产业
优势、品牌优势、交通优势、生态优势、文化
底蕴优势，坚持“红绿”融合，推动旅游产业
高质量发展。

依托丙安古镇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赤
水市规划打造丙安长征小镇，并配套建设
红色文化讲习所、红军客栈等配套设施。
并以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为契机，建成
游客接待中心、景区大门，修复古盐道，绿
化景区，植入船工号子、摩崖石刻、对联等

民俗文化。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南北天堂岩
度假民宿项目和坛子石特色民宿项目，打
造“岩洞民宿样板”，提升辖区旅游景区景
点品位和承载量。

今年 4月底，“长征之路·四渡赤水”场
景化品牌正式发布。该品牌将以四渡赤水
红色文化为核心轴线，整合驿站、营地、步
道、景点、古镇等产业资源，打造场景化文
化旅游产业 IP，进一步推动赤水河谷国际
休闲旅游目的地升级，创造可持续发展的
文旅 IP模式，推动赤水河沿线旅游业态产
品向多样化和品牌化发展。

赤水市以“长征之路·四渡赤水”场景
化品牌启动为契机，依托辖区内的赤水河
谷旅游公路和沿线驿站，大力推动包括自
行车骑行、红色文化培训、青少年研学以
及定制化的体验旅游服务，让更多的游客
知晓四渡赤水历史意义，并了解赤水、爱
上赤水。

近年来，赤水将红色旅游与体验旅游

深度融合，建成贵州省首家智慧旅游房车
服务中心、低空飞行等新兴业态，初步形成
水陆空全方位旅游体验格局，并充分利用
旅游特色亮点，不断培育适应市场需求的
新业态、新模式。

与此同时，该市大力开展旅游品牌营
销行动，不断探索优化行之有效的营销模
式。依托黔川渝旅游金三角联盟，形成资
源互补、游客互送、宣传互推、营销互动的
良好局面；在重庆、成都、上海等重点城市
开展宣传推介活动，不断巩固客源市场；创
新优化载体方式，与相关机构合作，形成赤
水城市品牌营销策划。

目前，赤水市正凝聚发展合力，细化落
实“六个一”工作措施，即推出一系列旅游
精品路线、推出一系列健康美食、做好一个
旅游联盟、出台一个民宿政策、开发一批文
创产品、做好一个宣传策划，进一步推动赤
水旅游产业提质增效，为旅游市场强劲复
苏蓄势发力。

丹青赤水绘新景 蓄势发力闯新路
本报记者 向婧 吴凡

↑精彩的非遗节目表演。

赤水丹霞
旅游区风景。

（资料图）

↑↑茶艺体验茶艺体验。。

↑孩子和家长一起听非遗传承人讲解面塑技艺。

↑孩子们学习古法造纸压花工艺。

↑孩子们观看糖画制作。

感 受

近段时间以来，每到星期六，由市文化旅游局主
办、市文化馆承办的“非遗周末聚”活动就会如约而
至，不少家长和小朋友在活动现场进行体验，感受非
遗之美。

活动现场，非遗传承人向小朋友们讲解面塑、扎
染、古法造纸、竹编、剪纸、茶艺、糖画等非遗项目，并手
把手教授小朋友制作。通过体验，小朋友们不仅学习
到非遗项目制作技艺，更了解到它的起源和背后的文
化底蕴。

除体验活动外，在市文化馆非遗展厅中庭舞台，大
家还可以欣赏文琴戏、古琴等非遗项目表演，近距离领
略非遗的魅力。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遗周末聚’活动将
持续至10月。我们每周都会邀请不同非遗项目传承人
来到现场，通过公益体验活动的形式，向广大市民特别
是小朋友们传播非遗传统技艺和文化。”市文化馆馆长
赵家林说。

（记者 向婧 吴凡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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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