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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川区大连路街道航天社区
成立于 2000 年，占地 13.96 万平方
米，现有人口2162户6375人，在册
党员 483 人，大部分居民是中国航
天科工061基地的离退休人员。

据航天社区负责人介绍，社区
有 6 个退休支部和国企退休服务
管理办公室。近几年，该社区新
建、完善了 5 个老年活动场所，定
期或不定期举办义诊、唱歌、书法、
象棋等活动，丰富老人们的精神文
化生活，让他们的老年生活幸福感
满满。

杨国庆 摄 （遵义图库发）

大
连
路
街
道
航
天
社
区

老
有
所
乐
幸
福
满
满

退休职工合唱队在排练节目。

居民在社区文化活动室练习书法。 “楚河汉界”一决高下。

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去古
镇品味乡愁……春回大地，人们纷
纷走出家门赏花观景。随着文旅
市场的持续升温，习水文旅产业复
苏发展的新气象令人振奋。

加速复苏形势喜人

“走遍千山万水，难忘贵州习
水。”习水，有熠熠生辉的红色文
化，有和谐共生的绿色生态，有迷

“醉”四方的酱香美酒。大自然的
神奇画笔在这里描绘出一幅“红绿
白”交相辉映的画卷。

近日，记者走进习水县土城景
区，跟随外地游客沿着古镇老街一
路前行，看小桥流水、走盐运小道、
听老街上吆喝声、参观酒香四溢的
宋窖博物馆、感受四渡赤水战役的
惊心动魄……

“一直听说土城古镇有看头、
耍头，所以我们家这次选择来这里
游玩，确实名不虚传。我很喜欢老
街的古朴、十八帮文化多姿多彩，
最难得的是可以在四渡赤水纪念
馆重温革命历史，学习红色文化。”
重庆游客吴女士告诉记者。

2023年，是旅游复苏的一个
新起点。大众的出游需求全面释
放，出游规模、消费结构、服务质
量、市场主体获得感等指标全面上
升。今年 1至 2月，根据第三方机
构统计数据显示，习水县接待游客
141.06万人次，较 2022年同期上
升 7.8%；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5.01
亿元，较2022年同期上升17.8%。

亮眼的数据，说明了人们开始
恢复外出旅游，也提振了旅游从业

人员的信心。当下春暖花开，踏青
赏春的游人络绎不绝，众多游客穿
梭在习水各地的花海，尽情享受大
自然的美好。

为迎接文旅市场消费热潮，习
水各景区摩拳擦掌、积极准备，纷
纷推出丰富的旅游产品和线路，实
施景区门票减免打折、发放消费券
等促消费惠民举措，进一步提振人
们出游消费的信心。

苦练内功全面发展

如果你想感受自然景观魅力，
欣赏如画美景，可以走进中国丹霞
谷景区。在面积30余平方公里的
景区内，林海莽莽，碧水萦绕，涧谷
纵横。

2011年，中国丹霞谷景区被
评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15
年，该景区先后投入 2亿元资金，
对基础设施、管理运行系统进行了
提档升级。例如，新建生态旅游展
览馆，呈现早清时期当地著名实业
家袁锦道所开创的工业文明；新建
望仙台酒店，让游客与峻山、奇石、
河流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亲密
接触。

作为一个老牌的国家4A级旅
游景区，近年来景区发展面临不少
困难。为抓住旅游市场强势复苏
带来的机遇，景区大力完善基础设
施，增加景区业态植入，丰富景区
购物功能，同时加强与重庆、四川
等地旅行社合作，开发避暑游、团
建游等订制旅游产品，并强化对研
学产品的营销工作。

据了解，去年以来，习水县深

入推进市场主体培育、旅游业态升
级、服务质量提升、闲置低效旅游
项目盘活“四大行动”，千方百计破
难题，全力以赴促发展。

在旅游业态升级方面，土城古
镇景区打造酱酒体验一条街；土城
游客中心增加星空露营地等新消
费业态；提升打造的飞鸽景区，以
崭新面貌开园迎客。土城古镇入
选“贵州首批十大酒旅融合景区”
名录和“流光溢彩夜贵州”示范项
目、青瓦房客栈获评“全省示范民
宿”、黄木坪农家乐获评“全省示范
农家乐”、还相继推出“红、绿、白”
三条旅游精品游线。

与此同时，习水县全面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市扎实稳经济一揽子
政策措施。2022年，落实300万元
开展“绿洲红城·助商惠民”文旅促
消费活动，累计拉动消费约645万
元；扶持文旅企业 240余家，引导
社会资本发展欢乐谷营地、99号
咖啡等夜间消费业态，培育新增涉
旅市场主体 35家；招商引进文旅
项目 5个，签约资金 2.02亿元，到
位资金1.96亿元。

提振信心未来可期

2月10日，“绿洲红城·醉美习
水”2023年习水县文化旅游宣传
推广暨文化旅游产业招商（贵阳）
推介会举行。除了邀请广大游客
到习水游青山绿水、赏潋滟风光、
听传奇故事、品琼浆玉液、尝珍馐
美味、享美妙旅程外，还推出习水
县寨坝镇文旅综合体、凤凰山颐养
中心、土城景区业态植入等文旅招

商项目。
此外，该县认真谋划了“习水

旅游宣传周边行、旅游城市氛围营
造、景区月月有主题活动、线上周
周有宣传视频、大型赛事活动引
流”五大主题活动；认真筹办红军
节、乡村旅游节等文旅推广活动；
根据景区资源特色、季节时令筹
办每月主题活动，通过县内循环
形成活动不断、流量不减的浓厚
氛围。

今年，站在文旅市场强势复苏
的新起点上，习水县正在以“提振
信心、扩大消费、提升品质”为主
线，围绕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
素”，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品
牌引领、双线互动”思路，创新手
段、拓宽载体、培育线路，提升“旅
居习水”影响力，增强习水旅游核
心竞争力。

“我们将通过抓产业大招商，
全力促进文旅产业、产品、业态推
陈出新；抓业态大提升，全力打造
引流‘爆点’，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抓对外大宣传，全力招揽游客促进
旅游消费提振行业信心；抓资产
大盘活，全力助推闲置低效旅游
项目扩能、提质、增效；抓服务大
提质，全力补短板、优配套、强管
理、提升服务质量，不断推动旅游
产业化发展。同时，全面加强对
旅游市场、旅游服务等监管整治
工作，确保文旅市场安全、有序、
平稳运行，让游客放心游、安心
游、舒心游。”习水县文化旅游局
党组书记、局长杨胜说。

（记者 向婧 吴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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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红花岗区依托近郊优势和
资源禀赋，因地制宜不断探索新路径，以花为媒、
以旅助农，推动农旅融合，为全区乡村旅游发展
注入强劲动能。今年1至2月，该区乡村旅游共
接待34.9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86亿元。

近日，笔者在红花岗区金鼎山镇黄钟村看
到，放眼望去，黄灿灿的油菜花漫出田野。花丛
中、田埂上，游客沉醉在沁人心脾的花香中，或
对着远山花海留影，或漫步于乡间小径看丛间
蜂飞蝶舞，尽情畅享着春日里的美好。

“漫步花间，油菜花香袅袅袭来，让人沉醉。”
在遵义城区工作的徐雨佳告诉笔者，听说这里的
油菜花开了，她便相约朋友驱车前来。在她看
来，在春日暖阳之下，穿梭于金黄一片的油菜花
间，闻花香、拍花景……可谓一大赏心乐事。

每年 3月，黄钟村 400余亩油菜花盛开，吸
引周边众多游客前来感受漫步田间的诗意，也
带动了周边农家乐的发展。

在油菜花田旁边的陌野农家乐里，来自城
区的张小龙与朋友正坐在农家小院里围炉煮
茶，他说：“这里风景秀美，春光正好，与知己好
友一起看美景、吃美食、聊趣事，真好。”

“村庄美、赏花热，游客来了，我们农家乐的
生意更红火！”随着乡村旅游持续升温，一直在
外地工作的黄钟村村民徐显辉于2022年初选择
返乡创业，开办农家乐。他说，油菜花盛开时，
很多游客来赏花、吃农家菜。周末时，每天有约
200人前来用餐，营业收入近万元。

“我们在推进稻菜轮作，牢牢守稳城区的
‘菜盘子’‘果篮子’的同时，也立足各村特色资
源，积极探索农旅体验新模式，促进农旅融合发
展，目前已基本实现‘一村一品’‘一村一景’，每
年累计吸引 30余万游客前来休闲旅游、体验田
园生活，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金鼎山镇农
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随着全域旅游的发展，乡村旅游已日益成为人们亲近自然、陶冶
情操、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红花岗区文化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接下
来，他们将立足农业资源和旅游优势，积极探索乡村旅游与农业观光、
农事体验、研学教育、户外运动的有效结合，深入推进农旅融合。加大
客源引流力度，组织开展赏花打卡、音乐节、水果采摘节等主题活动，同
时在民宿、康养、露营等领域加速升级扩量，不断丰富业态，促进乡村旅
游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刘合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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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向婧 李婷婷）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和
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公布第六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村
落名单的通知》，决定将1336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贵州省33
个村落入选，赤水市两河口镇马鹿村位列其中。

马鹿村地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赤水风景名胜区核心区、世界
自然遗产“中国丹霞”六处遗产地之一的“赤水丹霞”的核心区和缓冲
区，面积 34.6平方公里。该村位于大山深处，海拔在 900—1600米之
间，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平均气温18℃，夏季最高温度
在32℃，森林覆盖率近95%。村内有两条小溪，村民沿溪散居，村内高
山溪谷，茂林修竹绿树，再加上丹霞地貌，呈现出独特的村落景观，是区
别于一般聚居村落的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散居式传统村落。

据了解，我市相关部门将按照“一村一档”建立完善中国传统村落
档案，预计于2023年9月底前完成挂牌工作。此外，还将指导列入名录
的传统村落编制保护利用规划或方案，明确保护范围、重点和要求，提
出保护利用传承工作措施，切实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公布

赤水市马鹿村上榜

本报讯 （记者 向婧 李婷
婷）日前，桐梓县马鬃苗族乡举办

“醉美苗乡·温泉小镇·非遗妙趣
游”主题文化活动，丰富多彩的活
动吸引不少游客前往。

据了解，马鬃苗族乡距桐梓县
城23公里，是遵义市8个少数民族
乡之一，也是桐梓县唯一的少数民
族乡。这里山灵水秀，洞幽石奇，
天生地造；古寨温泉，红苗风情，芬
芳醉人。这里民族文化氛围浓厚，
文化传承的载体主要有苗族村寨、
山歌、竹竿舞、蜡染、刺绣、民族服

饰等，其中红苗服饰已成功申请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红苗文化为主线、以乡村旅
游为基础，马鬃苗族乡成功打造了
马鬃红苗风情景区。在这个国家
3A级旅游景区内，设有茶圣广场、
茶道广场、踩山坪祭祀广场、状元
广场、红苗客栈、苗族风情街等景
点，游客既能体验蜡染、扎染等独
具特色的苗族传统手艺，感受苗族
文化魅力，又可享受苗家美食。此
外，人们还可以在黔北的跑马场里
策马飞奔，也可以体验一把山地越

野车驾驶乐趣。玩累了还可以去
同良村的黔北马鬃双龙河温泉泡
天然硅酸温泉，尽享旅途的舒适和
惬意。

为推进马鬃苗族乡“农文旅”一
体及红苗文化的发展，更好地传承
苗族文化，展示苗族人文风情，吸引
外地游客前来旅游休闲避暑，该乡
举办了此次“醉美苗乡·温泉小镇·
非遗妙趣游”主题文化活动。

活动以趣味横生的小游戏开
场，抱南瓜、袋鼠跳、背篼投篮充分
调动了现场游客的参与热情；激动

人心的越野摩托车表演赢来一片
欢呼声和尖叫声；马鬃苗族乡当地
群众身着精美的苗族服饰，非遗游
行活动和最具特色的苗族扎染、竹
竿舞、芦笙歌舞等活动，将活动推
向了高潮，让游客实实在在体验到
了苗族的特色文化。

“丰富多彩的活动，美味的长桌
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不仅让前来游
玩的朋友们乐在其中，也让大家感受
到浓厚的苗族文化风情。等到夏天
的时候，我们还会邀约朋友一起前来
避暑。”一位来自重庆的游客说。

马鬃苗族乡

“非遗妙趣游”吸引游客体验苗族特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