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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丹霞，
长江流域最大的瀑布，世界面积
最大、海拔最高的竹类国家森林
公园……这是赤水大地鲜活的自
然肌理，也是宝贵的旅游资源。

全国首个以行政区划名称命
名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第二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旅游业在赤水有着举足
轻重的地位。

当前，贵州正紧盯资源、客源、
服务三大要素，全力打造世界级旅
游目的地，这离不开世界级旅游景
区景点的支撑。

锚定打造世界级旅游景区目
标，旅游资源禀赋独特的赤水抢抓
机遇，加快推动旅游业提质升级，
为全省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提
供有力支撑。

叩响世界之门，赤水诚挚递出
响亮名片

赤水因赤水河而得名。这条
河不仅是美酒河，也是名胜荟萃的
美景河。它流经了被评为世界自
然遗产的丹霞地貌，与恐龙同时代
的桫椤林，世界面积最大、海拔最高
的竹类国家森林公园，长江流域最
大的瀑布，将自然珍宝串珠成链。

地处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过
渡的大斜坡地带，赤水境内谷深坡
陡、沟渠纵横。凭着独特的地质地
貌，赤水在 1852平方公里区域内，
拥有 8个国家级以上旅游资源和
60余张生态名片，集聚成通向全
国乃至世界的通行证。

赤水向世界进发早有迹可
循。在 20世纪 80年代，赤水就对
十丈洞、竹海、桫椤等景区初步开
发并对外开放，为旅游发展打下良
好基础。1998年，赤水实施“旅游
兴市”发展战略，首次把旅游业确
定为支柱产业进行培育打造。

赤水丹霞是当地最早向世界
递出的名片。2010年，赤水丹霞与
湖南崀山、广东丹霞山、福建泰宁、
江西龙虎山、浙江江郎山等 6大著

名丹霞地貌景区组成“中国丹霞”，在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
过表决，成为中国第8个世界自然遗产。

世界级资源给了赤水旅游乘势而上的底气。2020年 12
月，赤水丹霞旅游区跻身国家 5A级旅游景区。该景区由赤水
大瀑布、佛光岩、燕子岩等组成，区内瀑布成群、丹霞奇丽、竹林
似海、桫椤繁茂，是一个集山、谷、瀑、河、珍稀动植物为一体的
丹霞地貌旅游区。

没有千篇一律的景观，自然多了一份打动人心的魅力。以
旅游产业化发展为中心，“丹青赤水·康养福地”旅游品牌愈发
璀璨夺目。今年1至9月，赤水全域接待游客877.04万人次，同
比增长50.33%；旅游收入97.45亿元，同比增长63.59%。

吸引世界目光，赤水以文塑旅融合发展

作为黔北通往川渝的重要门户，2014年蓉遵高速全线贯通
后，赤水突破交通瓶颈，一跃成为川黔渝结合地区的交通枢纽
和旅游集散地。

依托全省最高的森林覆盖率，借助毗邻成渝双城经济圈优
势，赤水通过打造康养度假区，串联重庆、泸州、宜宾等地景区
精品线路，每年吸引近10万成渝游客“候鸟式”旅居。

如何拓展客源吸引更多目光？赤水首先从132.8万亩竹林
做文章，从过去单一的竹林观光向“竹林+民宿”“竹编+非遗”等
新业态延伸，竹韵赤水成为游客追逐的“诗和远方”。

被万亩竹林环抱的匠庐·雅路古，是国内首个天然瀑布洞
穴民宿，致力于让游客停留脚步纵享生态之美、野趣之妙。匠
庐·雅路古今年前三季度营业额突破1000万元。在极竹堂非遗
竹编产学研基地，竹编包、竹编首饰、竹编书画等文创产品被争
相购买。

文旅融合，让赤水的美远不止于此。
放眼全域，集食、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文商旅综合

体——石沓沓古街，正在不断丰富赤水夜间消费场景；因四渡赤
水战役而名声大振的丙安古镇，让红色文化资源在新时代焕发光
彩……一个个文化遗存被唤醒，成为全域旅游中的重要一极。

既发挥优越的生态环境优势，又利用地域文化“牵引”，赤
水靠着移步换景的自然风光和抓人眼球的文旅场景，逐渐让游
客从简单的“抵达”走向深度的“体验”。

如今的赤水，绿水青山就地转化为金山银山，历史文化也得
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催生一批新产品和新场景的同时，也
激发了消费增长新动力、新活力，吸引着更多世界目光，值得期待。

打造世界级景区，赤水扬优补短抱团发展

“聚焦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扬优势补短板，全力把赤
水市丹霞瀑布竹海等优质旅游资源打造成世界级旅游景区。”
11月 5日至 7日，省委主要领导在遵义市调研旅游产业发展时
强调。

这是机遇，也是挑战。资源富集、“家底”丰厚的赤水，将如
何再发力？

——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

自赤水丹霞申遗成功后，赤水把每年8月2日定为“赤水丹
霞保护日”，并拨付财政专项资金、设立专项基金，用于赤水丹霞
自然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未来，赤水将持续加强赤水
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

——聚焦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持续攻坚，扬优势补短
板，加快推动旅游产业提质升级。

坚持区域联动、一体发展，目前遵义市已开发“中心城区+
仁习赤”黄金旅游线路，举办了“赤水河谷九月九·第一届遵义
酱酒节”、2023遵义·赤水度假产业暨民宿集群招商推介等活
动，将持续强化区域整体引流，在路线联动、客源互送、品牌共
建等方面统筹布局。

加快推进赤水特色资源与特色场景有机融合，大力开发竹
雕、竹编、竹家具等旅游产品，以及竹林休闲、竹屋夜眠等度假
产品，推动红旅、酒旅、康旅和食旅等整体联动发展，更好满足
游客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

对标世界级标准，通过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全面优化服务，
强力推进旅游综合交通服务体系建设，加快补齐旅游配套设施
短板，让游客可以快速便捷进入景区，又让游客的脚步慢下来，
实现“快进慢游”，延长游客驻留时间。

…………
走遍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贵州。坐拥世界级旅游资源，“丹

青赤水”是“多彩贵州”一抹亮丽色彩。
得天时、占地利、聚人和，赤水正扬长补短奋力打造世界级

旅游景区。 （据《贵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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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越峰，正安县融媒体中心采
写部负责人。扎根新闻工作 12年，
他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秉持着爱岗敬业的职
业精神，凭借对新闻宣传事业的热
爱，长期奔走在正安的田间地头、
车间厂矿，用脚步书写时代印记，
用笔尖记录历史瞬间，用镜头展现
时代风采。

2020年 6月 12日，正安县碧峰
镇遭遇洪涝灾害。凌晨，当其他

人还在睡梦中时，接到采访任务
的贾越峰立刻拿起相机奔赴现
场。对于贾越峰来说，这只是他工
作的日常。“这是一名新闻工作者
该有的自觉，没有在一线的摸爬滚
打就没有深入人心的文字。”他如
是说。

贾越峰走上编辑岗位后，面对
互联网浪潮下新的宣传格局，他一
时间无所适从，短视频、H5……一
个个新名词不断挑战他的知识储

备。如何做？硬着头皮上！不懂就
学。贾越峰跟着网络教程一步步
学习剪辑和新媒体运营，了解受众
需求，经常与年轻同事探讨、研究
新媒体传播特点。经过一年的努
力，正安融媒抖音号的粉丝量从4.8
万升至 16.5万，并创作了千万级播
放的爆款视频。

贾越峰积极参与各类重大事件
报道，在《农民日报》《贵州日报》
《遵义日报》等中央、省、市级媒体

先后发表 100余篇共 10余万字新
闻作品。2021年底，在遵义市委网
信办、遵义市精神文明办等多家单
位联合主办的“争做新时代遵义好
网民”活动中，他创作的《粤黔合
作：援正医务人员抵达遵义》被评
为优秀作品。

今年，贾越峰被评为遵义市“最
美新闻工作者”。

（正安县融媒体中心）

为热爱的事业发光发热
——记遵义市“最美新闻工作者”贾越峰

他以己之长解群众之惑、排群
众之忧，助农增收；他 22 年如一
日，栉风沐雨，扎根基层服务“三
农”，做农田的守望者，他就是播
州区团溪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
任、高级农艺师罗家方。

2001年，罗家方从贵州大学畜
牧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团溪镇从事
农业技术推广工作。22年来，在团
溪镇的田间地头、圈舍、养殖场，到

处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在工作中，罗家方坚持理论指

导实践、实践出真知，兢兢业业，恪
尽职守，较好地完成了各级党委、政
府交办的工作任务。

在他的带领下，团溪镇连续 6
年高质量完成粮食种植任务，高标
准建成五龙、和平、农庄高粱连片种
植基地 8000余亩及白果粮油示范
基地 3500亩；高质量建成市长粮油

示范基地，完成 4个“玉米+大豆”带
状复合种植示范点，带动种植玉米1
万余亩；建成标准圈舍 11个，常年
存栏生猪1万余头；创建了3个千亩
辣椒示范基地，培育了一个辣椒专
业村（香山）和 18个辣椒专业组，培
育了 1000余户基本椒农、辣椒合作
社5个、辣椒经纪人3人。

在农业生产投入品及产品质量
安全监测工作中，罗家方始终坚持

以人民群众能吃上安全、放心农产
品为宗旨，强化种子农药、兽药饲料
生产、经营及使用环节的日常监管，
确保农产品安全。

作为一名基层农技工作人员，罗
家方不忘初心，奋斗不息、追梦不息，
用最朴实的担当和责任谱写“三农”
工作新篇章。今年，罗家方被评为遵
义市“最美农技员”。

（记者 胡雪）

做农田的守望者
——记遵义市“最美农技员”罗家方

本报讯 （记者 胡丹）11月 9
日，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8日夜间
至 9日，我市积极开展人工防雹增雨
作业，有效遏制较大范围冰雹灾害
发生。

市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11 月

8日 20时至 9日 06时，湄潭永兴出
现暴雨，全市 20 个乡镇有大雨。
同时，多地出现降雹，局地伴有大
风。其中仁怀、汇川、红花岗、新
蒲、余庆、凤冈、正安、道真等地
部分地区出现冰雹。红花岗、新

蒲、湄潭、道真出现 7 级及以上大
风，最大风速出现在湄潭永兴 18.6
米/秒（8级）。

为遏制大范围冰雹灾害发生，8
日夜间，全市开展防雹增雨作业，并
在自然降水和人工增雨共同作用下

累计增加降水量17.36万吨。
市气象台预测，11月 10日，全市

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气温下降；11
月11日至12日，阴天有小雨，气温明
显下降，降雨时段局地有雨雾。

我市开展人工防雹增雨作业
有效遏制冰雹灾害发生

本报讯 （记者 饶梅）近年来，
遵义市侨联以“侨胞之家”建设为抓
手，引导汇川区洗马社区切实贯彻

“大侨务”观，让社区工作和侨务工作
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同时，也为遵
义市基层“侨胞之家”建设以点带面、
全面推进提供示范参考。

2021年，洗马社区“侨胞之家”荣
获全国侨联系统优秀“侨胞之家”称
号，2022年被贵州省人大外事侨务委
员会授牌“助侨联系点”，社区党组织
也荣获贵州省“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

建设示范点”称号。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10年，

洗马社区充分发挥辖区内相关单位
侨界人士相对集中的优势，成立遵义
市第一个社区侨联小组。侨联小组
成立之初，对如何开展工作没有思
路，加之侨界人士参与积极性不高、
社区“老、旧、散、小”等问题突出，侨
联小组工作推进困难。为了更好地
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2016年，侨
联小组提档升级，正式挂牌成立“侨
胞之家”。

2019年，市侨联组织基层代表赴
上海考察，“侨胞之家”负责人、社区
党总支书记、侨眷糜伶也在其中。赴
上海学习后“大侨务”观便在她的脑
中生根发芽。

随后，在遵义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单位
的支持下，“侨胞之家”开设了书
法班、主持人班以及日间照料中心
等，更好地为侨界人士、社区居民
服务。

同时，社区根据侨界人士知识

结构、专业类别等进行分类建档，引
导侨界人士发挥优势，积极参与到
社区建设中来。这里的艺术团、日
常义诊、传统节日联谊活动都有热
心侨界人士的身影。

如今，辖区侨界人士成为了社区
建设的工作员、宣传员，登记在册的
侨界人士增至 100多人。依托“侨胞
之家”，洗马社区逐步打造出人人参
与、居民满意、共治共享的“人和乐
居”文化品牌。

洗马社区“小社区”推动“大侨务”

近日，正在修建中的桐梓县至
新蒲新区高速公路绥阳段被云雾环
绕，风景如画。

桐新高速全长73.141千米，全
线共设桥梁42座、隧道19座、互通
式立交6处、服务区1处。项目的实
施对完善全省高速公路网络结构、加
快“大遵义”都市圈建设具有重大意
义。桐新高速公路预计今年年底建
成通车。

李前勇 摄 （遵义图库发）

“云端”上的桐新高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