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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带动强国建设

2024年地方体育事业亮点纷呈

●“12356”将成为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

●2024年全国棉花产量比上年增长9.7%

遵义红 正青春

多年来，遵义厚重的红色文化底
蕴，为文艺创作提供了鲜活素材。《伟
大的转折》《花繁叶茂》《高山清渠》等
一批红色文艺精品不断涌现；红色剧
目、实景演出等不仅是文旅融合发展
的精品力作，更是在弘扬长征精神和
遵义会议精神、传播红色文化、传承
红色基因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为加
快推进多彩贵州文化强省建设提供
了有力支撑。

红色剧目把历史演“活”

今年 1月 15日，大型长征文化沉
浸式演艺——《伟大转折》剧目在遵义
市伟大转折剧场首次试演，以中央红

军血战湘江后转兵贵州、召开遵义会
议为主线，以普通红军战士军医“小华
佗”的战斗、生活为辅线，将前沿的舞
台科技与红色故事进行融合创作，通
过巨幕油画、战场硝烟、山水共舞、环
绕音效等技术运用，再现波澜壮阔的

“伟大转折”史诗。
而在首演之前，历史如何演绎？

守正与创新如何巧妙融合？观众会不
会接受？一连串的压力交给了剧组。

《伟大转折》剧目编剧、执行导演
闫兵多方查阅资料，努力在舞台表达
上寻求突破。“《伟大转折》剧目作为文
旅产品，既要通俗易懂，又要具备思想
性、艺术性和观赏性，带领观众身临其

境感受红色故事，接受革命精神洗
礼。”闫兵说。

在守正基础上去创新，用心用情
把红色历史演“活”，这对演员们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饰演红军战士一直是杨诚文的梦
想，为把握好角色，他做足了功课。“要
先了解历史，再了解人物，再去背台
词。期间，我查阅了大量有关遵义会
议的书籍，去寻找与历史人物的共
鸣。”杨诚文说。

《伟大转折》剧目通过舞台新技术
的加持，将“人、声、光、水、电、影、景”
完美融合。作为创新点，剧场的水特
效标准极高，呈现出沉浸式环幕效果，

观众头顶弧形喷淋仿佛江水垂落，与
灯光和舞美配合，让舞台场景生动鲜
活、气势磅礴。

“老中青少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均
能在《伟大转折》剧目中找到共鸣。”贵
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龙通成说，今年 1月 15日以来，《伟
大转折》剧目演出 750余场，观看人数
突破20万人。

（下转二版）

红色文化，遵义最厚重的精神底色
记者 马云才

本报讯 （记 者 周 粲
周君娅 吴凡）12月 25日，全
市旅游生态圈场景打造工作
推进会召开。

会议通报了全年旅游生
态圈工作推进情况，红花岗区
委宣传部、播州区委宣传部等
围绕场景打造工作作发言。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
市宣传部门、文旅部门认真贯
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
署，按照“围绕线路打造场景、
围绕场景布局住宿、围绕住宿
丰富业态”总体思路，全力推
动全市20个旅游生态圈打造。

会议强调，各地要聚焦场
景、产品、服务提升，立足特色
资源优势，挖掘文化底蕴、提
炼主题 IP、精心策划创意，持
续推出系列特色场景，提升对
外引流消费能力。要聚焦重
要时间节点，构建四季各异的
场景体系。要不断丰富红色
旅游产品文化内涵和市场吸
引力，持续提升“红色圣地·醉
美遵义”文旅品牌美誉度和
吸引力。要持续构建消费场
景，扩大服务消费，推动产文
旅商深度融合发展。要提升
场景引领力和宣传力度，在做
优产品、做强营销、做好服务
上下功夫，不断提升生态圈发
展内聚力、区域吸引力、市场
消费力。

会前，与会人员到播州区
贵州乌江寨国际旅游度假区、
红花岗区遵义·1935街区、汇
川区艺术中心和红花岗区凤
凰山文化广场伟大转折剧场，
详细了解旅游生态圈打造、文
旅资源数字化转化和开发等
情况。

市、县宣传部门、文旅部
门相关负责人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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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桐梓县加快推进交通枢纽建设，通
过实施一批打基础、利长远的项目，城市高效便
捷、内畅外联的交通网络格局初步形成，交通出
行环境持续改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协同。

图为桐梓县四通八达的高速网络。
（万莲莲 摄）

桐梓县

推进城市交通建设
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对坦桑尼亚学者汉弗莱·莫西而言，
习近平主席的复信是“2024年最大惊喜”；
在重新成为“塞尔维亚的骄傲”的斯梅戴雷
沃钢厂，工人们聚精会神聆听习近平主席
的复信；美国“鼓岭之友”召集人穆言灵说，
习近平主席在信函中的鼓励让年轻人看到

“未来是光明的”……
2024年，从大洋彼岸的“老朋友”到热

爱中国文化的“小朋友”，从文化、旅游、友好
城市等主题的人文交流盛事到媒体智库等
主题的论坛活动，习近平主席通过复信、贺
信面向各国人民开展友好工作。全年30余
次“书信外交”，架起人民相知相亲的桥梁，
传递着中国与世界携手同行、共同发展的诚
意和温暖。

“明天会更美好”

这一年，习近平主席通过书信外交，鼓

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参与者、见
证者、贡献者、受益者继续投身建设光明的
未来。

2024年 1月 17日，习近平主席复信北
京交通大学肯尼亚留学生及校友代表，鼓
励他们“继续为中肯和中非友好事业发光
发热”。

“展望未来，‘一带一路’的壮丽画卷和
中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宏伟蓝图需
要包括你们在内的更多有为青年来实现。”
鼓舞人心的寄语让参与给习近平主席写信
的留学生薇姬·万盖奇和卡里乌对未来充满
期待。

目前正在中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万盖奇
告诉记者，她每年假期都回肯尼亚，在当地
的中国建筑企业实习，希望未来能为自己的
国家设计出更智慧、更便捷的铁路和桥梁。

卡里乌两度到中国学习铁路管理，曾在

中肯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蒙内铁路工
作，亲眼见证这条现代化铁路给家乡带来发
展与繁荣。“随着中非务实合作加速，相信会
有更多项目落地肯尼亚，我的专业技能一定
会为肯中共同发展作出贡献。”

内纳德·茨韦塔诺维奇是塞尔维亚斯梅
戴雷沃钢厂的老员工。2016年，习近平主席
访问塞尔维亚时，到河钢集团斯梅戴雷沃钢
厂同职工面对面交流，寄语钢厂“必将重现
活力”。此后，在中塞双方管理团队和钢厂
工人的共同努力下，钢厂面貌焕然一新。
2024年春天，听闻习近平主席将再访塞尔
维亚，30位塞籍职工代表立刻给习近平主席
写信。茨韦塔诺维奇说：“我们想让习主席
看看，我们已实现8年前他提出的愿景。”

回忆起工人们收到复信时的情景，茨韦
塔诺维奇按捺不住激动，从椅子上起身，边比
划边说：“几乎所有员工都到了。现场宣读复

信时，大家聚精会神，逐字逐句聆听……”
斯梅戴雷沃钢厂的良好发展，是中塞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实践，也是两国
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习近平主席在复信
中鼓励钢厂职工代表“为促进塞尔维亚经济
社会发展和巩固中塞铁杆友谊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另一位老员工兹拉坦·班科维奇用本厂
生产的钢材，将钢厂剪影雕刻在纪念牌上，以
此记录钢厂的变迁。2016年，他和工友制作
的纪念牌被作为礼物赠送给习近平主席。
今年，班科维奇又雕刻了一枚纪念牌，剪影中
是新烧结厂、高炉煤气储罐等现代化设施。

“钢厂的变化日新月异，工人们的日子更加幸
福，大家相信明天会更美好。”班科维奇说。

“推动南南合作不断深入”

这一年，习近平主席通过书信外交激励

现代化建设的“同路人”，携手促进全球南方
共同发展。

12月12日，习近平主席向“2024从都国
际论坛”致贺信强调，中国愿同各国一道，秉
持“同球共济”精神，坚持公平正义，维护世
界和平稳定；坚持合作共赢，促进全球可持
续发展；坚持包容互鉴，推动人类文明取得
新进步。

论坛嘉宾、波黑塞族共和国前总理姆拉
登·伊万尼奇说：“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明确传递
出促进多边合作的积极信号，受到广泛欢迎。”

“在世界百年变局中逐梦现代化，推动
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
全球南方国家肩负的神圣历史使命，也是全
球南方媒体智库面临的共同时代课题。”11
月 11日，习近平主席向在巴西圣保罗举行
的“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致贺信。

（下转二版）

架起相知相亲的桥梁
——习近平主席书信外交传递温暖情谊

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新时代新征程央地媒体遵义行

12月 24日，“新时代新征程央地
媒体遵义行”主题采访团走进湄潭县。

当天上午，17家中央媒体、长征沿
线 15个省份主流媒体的 90余名记者
来到该县抄乐镇落花屯社区。

初冬时节，落花屯社区茶树葱郁，
村容整洁，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为何这里的村民幸福感这么强？

近年来，落花屯社区聚焦群众需
求，丰富活跃文明实践活动，充分发挥

“寨管家”“红白理事会”等载体作用，
持续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建
设和美乡村。“社区推行‘车不过十、礼
不过百’文明新风尚，完善村规民约，
让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呈现出新面貌，
这里的村民生活幸福，邻里和谐。”落

花屯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吴
孝强说。

临近年关，一户村民杀年猪，左邻
右舍正帮忙张罗。这一幕吸引了四川
新闻网的记者钟秀，她说：“‘车不过
十、礼不过百’真正为村民减轻了负
担，让大家有了乡情，所以才能看到这
一幕温馨的画面，充分体现了乡村振
兴的组织振兴。”

湄潭县兴隆镇龙凤村的田家沟，现
人均茶园面积达2.5亩，村民腰包鼓起
来了、生活乐起来了，这里成为国家农
业部授牌的“全国农业旅游示范村”。

村民自编花灯戏《十谢共产党》，
分别就吃饭、穿衣、住房、照明、上学、
就医、养老等十个方面作今昔对比。

“一谢共产党，翻身把你想，以前我们
做牛马，现在人人把家当；二谢共产
党，吃饭把你想，以前忍饥又挨饿，现
在温饱奔小康……”现场，龙凤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伍荣明放声歌唱，
赢得在场记者的阵阵掌声。

中国青年报记者谭雅丽说：“从《十
谢共产党》中，感受到当地群众生活上
的变化，大家用最朴实的歌曲唱出了最
真挚的情感。” （下转二版）

探寻茶乡 美美与共
“新时代新征程央地媒体遵义行”主题采访团走进湄潭县

记者 陆邱珊 郑海海 陈春江 肖湉

本报讯 （记者 张驰）记者 12月 24日从遵义供
电局获悉，今年该局售电量突破 300亿千瓦时大关，
实现历史性跨越，成为全省第二个年售电量超 300亿
千瓦时的地市级供电局。

安全可靠的电网运行是城市发展的保障。遵义供
电局售电量从 2017年的 200亿千瓦时到 2024年突破
300亿千瓦时，历经了 7年的时间。其间，共投入电网
建设资金 114.34亿元，投运 189项输变电工程，500千
伏八一输变电工程、500千伏绿洲输变电工程等重点
项目相继建成投产。遵义供电局现有变电站 263座，
已完成 154座变电站智能化改造，并建成贵州电网
第一个全智能巡维中心，智能电网为遵义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电力支撑。

据了解，预计遵义供电局今年底售电量将达307.1
亿千瓦时，全年售电量同比增加28.35亿千瓦时，增幅
10.17%，增量排全省第二。

遵义供电局实现历史性跨越

2024年售电量
突破300亿千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