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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旅游生态圈

生态圈名称：仁怀市·茅台镇度
假旅居生态圈

区域范围：以茅台镇为核心，辐
射2平方公里

生态圈IP形象主题呼号：畅游
赤水河·乐享茅台镇

一进入茅台镇，空气中的酒香
扑面而来。赤水河穿流而过，缠绕
在两岸青山之间。不少游客在茅台
镇的红军桥上，欣赏美丽的风
光，感受着深厚的红色文化和酱酒
文化。

位于茅台镇的中国酒文化城，
是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在中国酒
文化城内，游客跟随着讲解员在各
个展馆内参观，聆听茅台酒背后的
故事，尽情遨游在酒文化的世界里。

走在茅台镇的街上，到处可以

看到和酒相关的建筑，例如 1915广
场、茅台酒酿酒工业遗产群等，其中
杨柳湾街是茅台镇的核心区，街两
旁是仿古建筑，酒家一家挨着一家，
空气中弥漫着酒香。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
兵。”在不远处，便是横卧于两岸之间、
悬挂在赤水河上的红军桥。桥上1935
颗五角星、46根铁索和木板铺设的
桥面互相映衬，成为游客的打卡点。

沿台阶而上，巍峨的红军四渡
赤水纪念塔高高耸立，俯瞰滔滔
不绝的赤水河。塔高两万五千毫
米，寓意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每
到节假日，来这里瞻仰的游客络
绎不绝。

在茅台镇，除了有红色文化，还
有酱酒文化。除了中国酒文化城和
茅台酒厂必去之外，坐落于西山上
的天酿景区也是一个很好的去处，
景区主要有三个游玩项目，分别是
观光索道、观景平台和剧场演绎。

漫步在茅台镇的街头巷尾，酒
香扑鼻，让人陶醉。在杨柳湾，有着

“酒出茅台镇，香起杨柳湾”的说法，
白天“闻酒香、品美酒”，晚上“看美
景、尝美食”。

当然，这里除了酱酒，合马羊肉

也远近闻名。合马羊肉是仁怀九大
名菜之一，除了美味可口，合马羊肉
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承载着当
地人民的饮食文化和历史记忆。

日暮降临、华灯初上，影影绰绰
的民居和桥梁将身影投在赤水河
上，流光溢彩，夜幕下的茅台镇安逸
而美好。累了，不妨停下脚步歇一

歇，在弥漫着酒香的空气中度过曼
妙时光。

目前，茅台镇度假旅居生态圈
建设已初具规模。近年来，仁怀市
茅台镇依托酱香白酒的品牌影响力
和酱酒文化的潜在内驱力，探索出
了一条“酒旅融合”的发展新路。

（记者 唐源）

畅游醉美茅台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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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
（上接一版）

关键词二：奔赴

“我们要以科技手段解决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加
强科技创新与民生改善的深度融合，
让科技成为推动民生福祉提升的强
大动力。”4月 2日，第三期“遵义青年
说”在红花岗区兰家堡社区火热开
讲，来自市发改委的工作人员张翊以

“强科技、惠民生”为题，作主题发言。
当日活动中，10名来自市、区两

级的青年代表聚焦2024年遵义市《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十件民生实
事”，围绕老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探
究破解路径，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为
民生实事落地注入滚烫的青春温度。

谈思考、说感悟、献良策。截至
目前，“遵义青年说”已成功举办3期，
广大团员和青年结合自身岗位职责
与生活实际，用青春的话语、灵活新颖
的表现方式，在交流研讨中深学细悟
笃行，展现了青年干部的青春风采，激
活了砥砺奋斗的“一池春水”。

青年是城市创新发展的活力所
在，城市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青年

“合伙人”。2023年 11月 22 日，《贵
州青年发展蓝皮书——贵州青年发
展报告（2023）》正式发布，以“建设青
年友好型成长型省份”为主题，探讨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贵州推进建设
青年友好型成长型省份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遵义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青年工作，连续两年将建设青年
友好型成长型城市内容纳入政府工
作报告，建立市、县两级中长期青年
发展规划联席会议机制，高质量召开
市、县两级联席会议，扎实推进遵义

青年实事落地实施，累计服务青年超190万人次；推出市级青年发展
项目21个，打造省级青年（人才）驿站10个，获批省级县域试点3个、
省级示范项目及活动11个，让更多青年和人才集聚遵义、扎根遵义，
青年的满意指数、幸福指数、贴心指数节节攀升。

2019年以来，我市还探索推出“青春遵义”之“青引航·青年思想
政治引领”“青呵护·青少年权益维护”“青宜居·青年人才驿站打造”

“青汇聚·青年人才培育”“青建功·青少年社会实践”系列工作品牌，
扎实推进青年实事落地，创新实施青年发展项目，推动人才汇聚，

“青创人才”储备计划、“雏鹰工程”“资智回遵”计划、“双培养”工程、
“凤还巢”升级版行动等累计发布岗位 1569个、发放人才服务绿卡
17550张，成立 15个青年创业联盟、创业协会等青创组织吸纳成员
1100余人，成立 14家农村青年创业金融服务站，发放“青惠贷”“青
扶贷”及各类创业担保贷款、求职创业补贴4.45亿元，举办高素质农
民培训班、专家精品直播课、大学生就业训练营等各类活动 100余
场，提供实习岗位7334个、工作岗位6.73万个，充分助力青年成就青
春事业、实现人生理想，着力打造“魅力之城、活力之城、朝气之城”，
以“三城”赋能青年友好型成长型城市建设，驱动“醉美遵义”与有为
青年双向奔赴、共同成长。

2023年，我市印发《遵义市贯彻落实<贵州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
划（2019—2025年）>2023年重点工作清单》，实施青年发展项目（活
动）省级3个、市级7个，全力助推青年友好型成长型城市建设，申报
打造 16个青年友好街区。汇川区仁和苑社区成功申报“社区青春
行动”全国第二批试点社区，共青团遵义市委以此为契机，不断深
化基层团组织建设工作，让年轻人站“C位”、唱“主角”，充分倾听
社区青年心声，努力让广大青年在社区实践中增强参与意识、加强
实践锻炼、增长本领才干、提升社区活力，更好地团结青年服务社
区、服务社会，将更多青年的朝气、锐气、才气挥洒到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行动上。

未来，我市还将集成出台更多含金量高的普惠型特惠型青年发
展政策，扎实推进青年实事落地，建好用好青年友好场馆（基地）、青
年友好社区（村寨）、青年友好街区等阵地，用好青年突击队、农村青年
致富带头人、青年志愿者三支“有为队伍”，发挥“青春遵义·激情创业”
品牌效应，扎实做好大学毕业生就业服务，并持续巩固拓展省级青年
示范项目、示范活动和市级青年发展项目成果，让更多有识青年在与遵
义的“双向奔赴”中奋进有为、出色出彩。

关键词三：奋斗

3月 27日，“青DOU计划”公益项目贵州地区暨遵义站活动启
动，助力乡村人才振兴和产业振兴，作为贵州的第一个启动站，遵义
目前已吸纳团组织负责人、行政村（社区）干部、乡村创业者、电商从
业人员、大学生和各类种植养殖户等1163人参与，让更多农特产品
通过电商直播“飞”出大山。

此次活动中，90后驻村第一书记、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助农直
播代表杜富佳作了创业分享。她说：“电商助农是好工具，我要推广
好、宣传好我们贵州湄潭的茶文化，让好茶走出‘巷子深’，被更多消
费者放进购物车。”目前，杜富佳全网有30万余粉丝，营销收入实现
100万元，为村民进一步打开了茶叶销售的网络市场。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农村的广阔舞台上，看到了乡村发展
的潜力，他们愿意回到家乡，助力产业发展，带领村民创收，引领乡风
文明，为乡村振兴注入了不竭的“青春力量”。

重庆女孩杨露燕 2022年大学毕业后，积极响应“到西部去、到
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时代召唤，来到桐梓县松坎
镇，如愿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在农村这个新时代青年人的

“练兵场”，她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深切领悟到青年到基层一
线工作的意义。她说：“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的一员，我所做的一
切虽然是微小的、平凡的，但却是我人生征程中最有价值、最宝贵
的一部分。”

2019年以来，已有2500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响应党和国家号
召，奔赴遵义乡村振兴第一线，深入基层，协助基层党委、政府参加
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服务群众等重点工作，用奋斗书写火热青春。

在湄潭县湄江街道金花村的贵州湄潭茶叶科技小院里有一群
平均年龄 20来岁的年轻人，该小院于 2022年 4月由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发起并指导建设，通过“科技小院+公
司+村级技术员+管理员+农户”模式，推动科学研究与茶叶生产实际
紧密结合，助力茶产业振兴。两年来，茶叶科技小院的师生围绕茶
产业，深入湄潭县各乡镇村寨，因地制宜摸索经验，通过制定茶园全
程绿色生产解决方案，为茶叶的高产优质保驾护航，力争实现茶园
安全可控、茶叶品质提升目标。

与此同时，由珠海与遵义共建的“乡村振兴·遵青农优”农产品
赋能服务平台也成效显著，该平台以珠海市海归青年交流促进会为
基地，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的区位优势，在粤港澳大湾
区积极宣传推广遵义农产品，从 2022年 2月至今，平台累计销售额
达3000万元。

无问西东，奋斗是热血青春应有的姿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
为了扎根一线的第一书记，专业能力突出的技术能手，乡村振兴路
上的“新农人”，用实际行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人的责任担当，为乡
村振兴注入了不竭的“青春力量”。

青春有关键词，但青年从不被定义。青春的新标签、新风范不
断涌现，遵义青年使命在肩、勇立潮头，用闪闪发光的青春力量激荡
起建设火热遵义的澎湃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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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河，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艰
难曲折。1935年1月29日拂晓，红军
从习水县土城西渡赤水河，拉开了四
渡赤水的序幕。89年后的今天，习
水县土城镇成为人们重温红色记
忆，不可不来的地方。

在四渡赤水纪念馆展厅内，来
自习水县第一小学的“小小讲解
员”正在声情并茂地给游客讲述红
色故事，重温那段峥嵘岁月。

据了解，从 2016年开始，四渡
赤水纪念馆为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的作
用，先后与习水县第一小学等学校建
立馆校共建合作机制，组建了一批小
小讲解员队伍，在假期为游客讲述红
色故事。

在四渡赤水纪念馆里，一件件
斑驳沧桑的文物，一张张泛黄的老
照片，仿佛把游客带回了战火纷飞
的年代。湖南游客谢商平和妻子
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后，又马不停蹄
地来到四渡赤水纪念馆参观，就是
为了缅怀革命先辈。

战争的枪声早已远去，但长
征精神永远留在了这片红色的土
地上。在刚开园的四渡赤水实景
体验园里，以四渡赤水战役为背
景，设计出的若干实战场景剧本体
验，让游客置身其中，收获了与众
不同的旅游体验。

据悉，四渡赤水实景体验园占
地面积 70余亩，战斗场景主要为
《青杠坡战役》，体验《四渡赤水出
奇兵》实景演出，涉及行军、防守
战、反击战、冲锋战、水面战等多

种战斗体验，它与土城古镇动静
互补、深度结合，使红色旅游从

“看历史”转变成“参与历史”，从
“旁观者”升级为“亲历者”，为游
客带来了独特的旅游体验，也进
一步丰富了习水红色旅游内涵。

最美赤水河，沉淀着历史的尘
埃，也承载着无限的希望。如今，土
城镇已成为热门的红色旅游打卡
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研学基
地，游客在游玩的过程中，领略古镇
魅力的同时，还能感受红色文化。

走进土城古镇 重温红色记忆
记者 陈春江 李燕

茅台镇夜景。（记者 简久兵 摄）

一枚小小的指纹、一个模糊的
脚印、几处血痕能锁定犯罪嫌疑人、
还原案件真相，这些平常人听起来
不可思议的事，对于遵义市公安局
新蒲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陈
厅厅来说，是从警 13年来的学习和
积累。多年来，陈厅厅以精益求精
的工作态度找寻真相，他勘查的案
件数量和质量排在全市前列。

“搞技术是一个良心活，如果不
认真、不细致，就会让真正的罪犯逍
遥法外。”说到现场勘查，陈厅厅坦

言。进入警察队伍后，陈厅厅一直
严格要求自己，勘查现场时不放过
任何蛛丝马迹。在陈厅厅的记忆
中，有这样一件案子让他终生难
忘。2018年 5月，在一个建筑工地
发生了人员坠楼，当时在场的技术
人员都认为是一场意外事件。为确
保案件定性准确，陈厅厅从建筑工
地的 2楼一直勘查到 32楼，在 32楼
坠楼处发现了疑点。该案件最终
被定性为刑事案件，后来经侦查人
员的努力，找出了罪犯并将其绳

之以法。
从警以来，陈厅厅在多起大案

要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 2016
年连续三年被公安部评为“优秀现
勘人员”，先后获得贵州省“最美劳
动者”、贵州省第五届“我最喜爱的
人民警察”提名奖、全省公安机关成
绩突出个人、遵义市“争做人民最满
意的公务员”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荣誉的背后，是无数夜晚的艰
辛付出。全身心投入勘查，工作到
凌晨、在办公室倒头就睡，成了陈厅

厅工作的常态。
同事们这样评价陈厅厅：“不

是在现场，就是在赶往现场的路
上。”而陈厅厅在刑事侦查技术钻
研上，更是一刻也不敢放松。他告
诉记者：“刑事侦查模式的转型，给
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不断
学习，才能运用科技手段，让罪犯
无处藏身，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

（记者 陆邱珊 雷宇）

让蛛丝马迹“说”出真相
——记遵义市公安局新蒲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陈厅厅

5月3日，在杭瑞高速公路凤冈县何坝收费站，贵州省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二支队八大队值班人员，正通过网络监控查看高速公路
车流情况。

（饶云 摄）

“五一”假期，桐梓县迎来旅游小高峰，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需求大幅提
升。为确保充电设备正常运行，桐梓供电局组织工作人员对县域内充电
桩设施设备进行检查，确保充电桩安全稳定运行。图为工作人员检查配
电柜的电流电压是否正常。 （程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