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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6日，遵义市科协第五次代表大会闭幕会召开，

市委常委、副市长王龙出席会议并讲话。

“讲解过上千次，但对游客来说都是第一次。”从事讲解员工作14年，
她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向每一位游客讲述遵义会议历史，传递遵义会议
精神，让游客能够深刻领会这段历史的深远意义。她就是遵义会议纪念
馆讲解员莫歉。

清晨的遵义会议纪念馆人头攒动，莫歉也迎来一天繁忙的时刻，穿
上统一的工装，她如往常一样开始了讲解工作。“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遵
义故事。作为一名红色讲解员，能够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这段
红色历史，我非常荣幸。在今后的工作中，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遵义
会议精神在新时代熠熠生辉。”莫歉说。

“80后”莫歉出生在历史名城遵义，从小听着红色故事和革命先辈的
英雄事迹长大，红色文化一直浸润着她的心灵。今年是莫歉在遵义会议
纪念馆从事讲解工作的第14年，作为遵义会议纪念馆五星讲解员的她，
业务娴熟。在讲解中，她并不是照本宣科地背讲解稿，而是旁征博引、联
系现实进行介绍。

对于很多不了解讲解员工作的人来说，可能会认为讲解员不过就是
每天机械性地重复讲述同一段故事，但对于莫歉来说并不是这样。

“每天我面对的游客都是一个全新的群体，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来
自不同岗位，在参观时也带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和他们交流的过
程，也是我不断去提升、丰富、完善自己讲解工作的一个过程。因此，
我感觉每一天都是非常新鲜的。”莫歉告诉记者，每次讲解她都会做
好充分的准备，也喜欢游客的现场提问，因为这种互动可以锻炼自己
的业务能力。

在莫歉的观察中，每个年龄层的游客关心的细节和内容都有所不
同，面对不同的受众，她会有不同的讲解方式。莫歉会收集游客的提
问，空闲时拿出来和同事一起梳理、探讨，并通过各种方式寻求专业的
答案。

“我深刻明白作为一线讲解工作者的职责，从最开始对党史只有较浅
的认识，到现在对于党史知识熟练掌握，从开始的背书型讲解到现在的因
人施讲，让我积累了丰富的讲解经验。”莫歉说道。

一次接待一家四口的讲解工作让莫歉印象深刻。刚开始讲解时，莫
歉发现爷爷好像听不懂她讲话。于是，在讲解间隙，莫歉问道：“爷爷，您
能听懂我说的普通话吗？”这时，老人的儿子告诉莫歉，爷爷听不懂普通
话，而且听力也不太好，但是对这段历史很了解。

“爷爷 90多岁了，来遵义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之后的讲解，我
陪着爷爷看他想看的，给他仔细讲完了这段历史，尽管他听力不是太
好，但我还是认认真真地给爷爷讲，因为我想让爷爷知道现在的年轻
人是如何讲好党史故事的，我想让他放心。”莫歉说。

莫歉认为，讲解员是将文物或者某段历史与听众连接起来的桥
梁，通过精彩讲解，让听众回到那个年代，身临其境般感受当时的场
景。工作之余，莫歉通过参加各类专业讲解培训，不断积累讲解经
验，多次在省、市举行的红色故事讲解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2023年11月，在第四届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中，莫歉经过重重
选拔成功晋级总决赛，并获“全国优秀讲解员”称号。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比赛，收获很多。参赛人员是各个省
份和部队挑出来的精英，他们的专业性、知识性、表现力等各个方面都值
得我去学习。”莫歉表示，在以后的工作中，她将继续丰富自己的业务知
识，继续按照政治思想好、知识储备好、讲解服务好、示范带头好、社会影
响好的“五好”讲解员标准，做好红色故事的讲述者、红色精神的弘扬者、
红色基因的传承者。

（记者 胡雪 昝煜煜 实习生 宋文琳）

传承红色基因
讲好遵义故事

——记“全国优秀讲解员”莫歉

（上接一版）
二十三年一路见证，乐在农家

爽精神。遵义市全面落实国家各
项惠民政策，建立稳定的农村文化
投入保障机制，坚持加强基层民
主、尊重农民意愿、满足农民需求，
充分依靠群众主体，创新农村社
会治理，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让农民做创造文明、享受文明
的主人，践行总结出“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镇、难事不出县、矛
盾不上交”的余庆经验，群众自我
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寨
管家”湄潭经验，2人获评全国道
德模范，15人获得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80 人入选“中国好人”、
346人入选“贵州好人”，县级以上
文明村镇占全市村镇总数92%，一
大批先进典型涌现在黔北大地，带
动了乡风文明。

二十三年一路见证，美在农家
展新貌。遵义市坚持着眼于人与
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黔北
民居和“四有五通三改三建”为切
入点，以农村“五乱”为重点开展整
脏治乱，大力实施“农村新型社区”
打造工程，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基础
设施，着力改善人居环境和农村生
产生活条件。全市2个县、15个乡
镇、150个村入选全省“十县百乡千
村”乡村振兴示范工程。

全市 8 个贫困县脱贫摘帽、
871个贫困村脱贫出列、92.22万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在遵义市脱
贫攻坚战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中，

“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发挥了重要
作用。通过“四在农家”创建，覆
盖全市226个乡镇1307个行政村，
受益人口占全市农民总数的 90%
以上。

“四兴四更”助力新时代城乡
融合发展的“遵义实践”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面
对时代给出的新问卷，遵义如何
作答？

对照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为做好

“四在农家·和美乡村”建设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遵
义市以产业兴村更富裕推动富在
农家增收入、以人才兴村更乐业
推动学在农家长智慧、以文化兴
村更自信推动乐在农家爽精神、
以生态兴村更美丽推动美在农家
展新貌的“四兴四更”为抓手，进
一步巩固提升“四在农家”“富、
学、乐、美”内涵，打造能借鉴、可

复制、易推广的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品牌，助推遵义市创建全
国乡村振兴示范市。

从 2022年开始，遵义市结合
省（市）级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
集成示范试点村、全市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村和中央、省、市文明村创
建，在全市范围内明确 67个村作
为市级创建示范村、234个村作为
县级创建示范村，探索一条符合遵
义实际的乡村振兴路径。

市文明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以‘四兴四更’为抓手推进‘四在
农家·和美乡村’建设，就是在新时
代新征程上，聚焦农村薄弱环节，
补上‘三农’短板，夯实‘三农’基
础，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
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的重要载体。”

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
加农民收入是关键。遵义紧紧围
绕“产业兴旺”总体要求，纵深推进
农村产业革命，统筹山区坝区林
区，深化“一县一业”，做大做强“农
业八大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发展
现代农业、特色产业、休闲观光农
业等，扶持龙头企业、村集体经济、
农民专业合作社做实做大做强，千
方百计提高农村群众的收入。

务川自治县涪洋镇小坪村依
托生态良好、水资源富集的优势，
通过企业带动、品牌引领、群众参
与，建立“品牌鲟鱼+生态稻花鱼”
多品种养殖模式，延伸发展产业
链，持续推进以水养鱼，以渔富民，
并通过集体经济合作社整合资金
入股，村集体每年可保底分红 40
万元以上。

习水县土城镇青杠坡村依托
得天独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借助全
省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打造，村里将
绿色产业和红色旅游产业深度融
合，还采用“股份经济合作社+农
民专业合作社”模式发展种植“红
军柚”2300亩，并与茅台集团、习
酒集团、珠海英杰维特公司等企
业合作，打造青杠坡村电商平台，
提升品牌包装及品牌体系服务，
销售青杠坡村农特产品，村集体
经济总量预计可达 1000万元，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
万元。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是
关键。遵义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
重要指示精神，培养“乡土人才”，
引进“特需人才”，回流“主体人
才”……持续夯实乡村人才队伍，让
各类人才在乡村大展才华、大显身
手、建功立业。

2020年 2月，遵义市启动乡村
振兴村级组织领军人才培养和后
备人才培养“双培养”工程，计划用
3年时间，培养一支“思想有高度、
带富有路子、治理有方法、群众有
口碑、发展有潜力”的乡村振兴人才
队伍。

道真自治县河口镇梅江村党
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勇就是
众多乡村振兴领军人才中的一员，
村民都叫他“菇书记”。在他的带
领带动下，梅江村发展种植了羊肚
菌、香菇、花椒、生态水稻、高粱、柑
橘、葡萄、辣椒等产业，村集体纯收
入超过30万元。

在实施“双培养”工程的同时，
遵义加大乡村人才政策扶持，引导
外出农民工、退伍军人、高校毕业
生等各类人才返乡下乡创业创新。

在外跑过货车、包过工程的方
勇，因为对家乡的感情，选择回到
家乡桐梓县大河镇七二社区，被选
为社区党支部书记。他利用自己
做工程的经验，协助社区完成了大
大小小的工程，现在又把目光放在
了乡村旅游上。在他的带领下，依
托七十二道拐、马料滩瀑布、龙洞
湾水源地等当地旅游资源，社区打
造开发休闲旅游景区，如今发展乡
村旅馆50余家、床位3500余张，年
接待游客 3万余人次。群众的钱
包越来越鼓，方勇对家乡未来的发
展也是信心满满。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齐
飞，乡村振兴方能形成合力。遵义
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建立农村文化投入保障机制，加强
乡村文化保护利用，积极培育乡村
文化新产业新业态，采取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以文化凝聚人
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

承担全国“探索移风易俗新举
措新办法”试验任务的湄潭县，移
风易俗的探索实践早已在这里广
泛开展，树立文明新风已经成为干
部和群众的共识。

“车不过十，礼不过百”，这是
湄潭县抄乐镇落花屯社区村民耳
熟能详的村规民约。2020年，针
对低俗婚闹、厚葬薄养等不良风
气，社区探索开展移风易俗，率先
成立“红白理事会”，制止陋习、
服务群众。通过“红白理事会”监
督服务，村里红白事操办方户均
节约 1 万元以上，干部及群众一
年吃酒也节约不少开支，实现了

“双节约”。
以“红白理事会”助推移风易

俗这一治理经验不仅已在湄潭137

个村（社区）落地生根，全市 2093
个村（社区）也均建立“红白理事
会”，实现市、县、镇（乡）、村（社区）
四级移风易俗工作部署全覆盖，文
明新风浸润人心。

在抵制不良风气的同时，遵义
乡村也不忘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挖
掘保护特色文化，弘扬乡风文明，
凝聚农村文化自信。以沙滩文化
闻名的新蒲新区新舟镇沙滩村，有
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传承过
程中家家户户都形成了自家的家
训。通过“晒”家风“传”家训，先后
开展好家风好家训、好婆婆、好媳
妇等系列评选活动，把沙滩文化的
精髓融入道德建设，汲取先贤人文
精神，让诗书礼仪深入人心。

遵义市认真贯彻“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守好发展和生
态两条底线，深入实施村庄清洁行
动和绿化美化行动，加大农村“五
乱”整治力度，持续实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营造乡村美好
环境。

赤水市天台镇凤凰村曾经人
多地少，过度开垦导致生态被破
坏，涝旱灾害时有发生，不少人背
井离乡外出谋生活。痛定思痛，凤
凰村从水系整治、生态修复、人居
环境改善三方面开展整治，经过多
年的治理，如今的凤凰村村庄变公
园、田园变乐园、庭院变花园、农房
变客栈。

凤凰村的变化是遵义大力改
善乡村生态环境，稳步提升村容村
貌的一个缩影。围绕创建国家生
态文明示范市、打造“两山论”实
践样板市的目标，遵义持续强化
生态环境保护，培育发展绿色经
济，让广袤乡村成为广大农民宜
居宜业的美丽家园。

承载着乡愁的乡村，是农村群
众幸福的根本。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强调，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
总抓手，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循序渐
进、久久为功，集中力量抓好办成
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省委
十三届三次全会明确，奋力开创
经济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
贵州新未来。市委六届六次全
会上提出，以在高质量发展上走
前列、在促进共同富裕上走前
列、在精神文明建设上走前列、
在实现生态文明上走前列、在推
进社会治理上走前列为总体目
标，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遵义实践
新篇章。

从“四在农家”到“四兴四更”

（上接一版）
李睿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加

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重
视关心科协领导班子和干部队
伍建设，全力支持科协组织依法
依章程开展工作。要高度重视科
技人才队伍建设，做到工作上大
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助力广

大科技工作者扎根实践沃土、勇
攀科技高峰、书写精彩篇章，以
创新的强大动能为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遵义实践新篇章贡献科
技力量。

杨泳滨代表省科协向大会召
开表示祝贺。他指出，当前，贵
州正处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

建设新时期，全省科协工作站在
新的历史方位，中国式现代化贵
州实践迫切需要依靠科技创新
驱动和科技人才支撑走出高质
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路。
希望遵义市各级科协组织要强化
政治铸魂、把握科协事业发展的
正确方向，忠诚履职尽责、促进科

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强自身建
设、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为遵义
高质量发展贡献科协力量。

开幕会上，市妇联主席杨怡代
表群团组织致贺词。市科协第四
届委员会主席史廷昌作工作报告。

大会正式代表、特邀代表及特
邀嘉宾230余人参会。

遵义市科学技术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开幕

进入腊月，各地的梅花竞相绽
放，为寒冷的冬天带来了勃勃生
机。图为1月16日，市民在余庆县
观光园内赏梅拍照。

周磊 摄 （遵义图库发）

余庆：腊月梅花香

日前，走进遵义综合保税区，一个个具
有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集约化特征的优
质企业有序分布在各个区域。

在贵州名邦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一排排自动化设备旁，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
地进行操作。

“2021年 9月入驻遵义综合保税区以来，
园区提供厂房和员工宿舍，并减免房租，还会
不定时开展相关培训，帮助企业解决难
题。”贵州名邦科技有限公司车间负责人欧
阳文化表示，园区的大力支持让公司得以
快速发展。

“2023年完成进出口额约7000万美元。”贵
州名邦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令狐润旭说，该公
司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专业的技术团队，一直
致力于代加工贴片式LED灯源。

落户遵义综合保税区实现发展壮大的企
业不仅有贵州名邦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遵
义综合保税区落地了体育用品二期、辣椒制
品生产加工、茶叶出口贸易等项目。

一家家企业的入驻，源于遵义综合保税
区的政策加码和服务升级。遵义综合保税区
始终坚持从企业需求出发，积极帮助企业解
决急难愁盼问题。“对于各类新出台的税收优
惠政策，税务局工作人员通过第一时间上门
宣讲，让我们了解税费优惠政策；园区也会派
出服务专员定期上门，了解企业生产情况，帮
我们理清发展思路。”欧阳文化说。

2023年，遵义综合保税区与珠海港集团
常态化开通珠遵铁路货运班列，实现了公路、
铁路、水运多式联运的同时，为企业节省近
30%的运输成本，也为企业拓宽贸易渠道提
供有力支持。

今年，遵义综合保税区将继续主动沟通
省、市开放办成员单位，拓宽企业外贸渠道，
降低企业融资及物流成本，提升企业通关便
利化及退税时效。借助东部产业转移机
遇，积极融入成渝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
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梳理市场、通道、产品，
深度开发东盟市场，尽快形成大进大出的外
贸局面。 （吴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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