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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5 月至 10 月，是农庄的接待高峰期，
有近3万名游客来农庄吃饭住宿，每天下午6点
后，村里的小街上，四处是散步的游客。”日
前，桐梓县杉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春花烂漫，
景区内杉坪村祥和农庄老板谌业会正在收拾客
房，为即将到来的旅游黄金期做准备。

自 2014 年 杉 坪 国 家 4A 级 旅 游 景 区 开 业
后，谌业会一家人就吃上了“旅游饭”，8年时
间靠着游客食宿、售卖农特产品，农庄年收益
达30余万元。

谌业会是杉坪村通过产业变迁实现旅游增
收的村民之一。依托桐梓县扶持旅游产业发展
的优惠政策以及毗邻川渝的区位优势，杉坪村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开办乡村旅馆 78家，其
中精品客栈 2家、三星级农家乐 29家，118位村

民实现就业增收。2021年该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 11230元。

除了杉坪国家 4A级旅游景区，邻近桐梓县
城区的小西湖国家 3A级旅游景区也是该县的热
门景区，作为研学教育基地，这里每年要接待
2 万多未成年人，加上其他前来赏景休闲的游
客，景区年游客接待量达30余万人次。

“游客来了我们景区，就被‘留住了’，景
区吃住玩乐设施都齐备，有游客住得舒服，还
在附近买了房。”小西湖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开
发有限公司运营经理王方毅说。

王方毅介绍，小西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
景区附近建设了 447 套生态旅游住房，现在仅
剩 29套，大多数买家是川渝等地的游客，他们
看中了这里宜人生态与气候，购房后更舒适地

避暑。而这些长住的避暑游客，不仅让景区声
名远播，还辐射带动 300 余名周边村民就业增
收。

紧紧围绕打造重庆“后花园”目标，桐
梓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休闲旅游，不断完
善旅游基础，丰富旅游产品供给。目前，桐
梓全县已建成省级旅游度假区 1 个、省级乡村
旅游重点村 4 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2 个、
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11 个、乡村旅游点 34 处，
乡 村 旅 馆 数 量 达 2027 家 ， 有 床 位 数 8.83 万
张。乡村旅游形成了“主客一体式度假”新
模式，衍生出一大批规模大小不一的“重庆
村”，年接待避暑游客 350 万人次。

此外，桐梓县还建成“中冶·柏芷山国
际度假公园”“枕泉翠谷度假区”“九坝生态

旅游小镇”“南天门休闲旅游度假区”等一批
优质康养旅游度假区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
75 亿元、建成面积 140 万平方米、在建面积
60 万平方米、已入住 15537 户 4 万余人，夯实
了该县以“旅游+”模式融入成渝经济圈这一
目标的基础。

“ 根 据 桐 梓 县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统 计 ， 去 年
5 月至 10 月，桐梓全县游客日留宿量超过 10
万人次，这其中 90%为重庆游客。”桐梓县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宣 传 推 广 股 负 责 人 黄 广 丽
说 ， 立 足 资 源 禀 赋 ， 发 挥 区 位 优 势 ， 如
今 ， 桐 梓 县 旅 游 产 业 正 调 整 姿 态 再 发 力 ，
冲刺新目标。

遵义·乡村振兴故事汇

日留宿量 10万人次 桐梓旅游火出圈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李洋

本报讯 （记者 谢国欢）“跑来跑去终于
有个落脚的地方了，我们可以在‘红色驿家’
里休息、热饭、喝水、充电、免费使用wifi，感
到很便利。”快递小哥王维维说。

王维维提到的“红色驿家”是今年红花岗
区万里路街道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和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综合打造的暖心“歇脚地”。

近年来，电商网购、线上服务、平台配送等新
业态迅猛发展，“快递小哥”“网约送餐员”等新业
态从业人员数量不断上升。许多新业态从业人员
反映，他们日常工作中时常面临饮水难、就餐难、

如厕难。
为精准服务新业态从业人员，让他们能

够 安 心 工 作 ， 万 里 路 街 道 发 挥 党 建 引 领 作
用，结合自身优势，整合资源成立“红色驿
家”。在这里，新业态从业人员不仅可以喝
水热饭，还可以在图书室、活动室等地短暂
休憩，有效提升了辖区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幸
福感。

同时，该街道以新业态从业人员为切入
点，通过“党建+共建”，吸纳新业态从业人员
中优秀青年向党组织靠拢，引导他们变身为

“流动网格员”，融入社区并参与社区治理。
“我们结合快递员、外卖员的工作属性，让

他们遵守交通规则做表率，争当城市文明‘排
头兵’。引导他们留意楼道杂物、小广告、消防
安全隐患等问题，通过‘随手拍’将问题反馈
给社区工作人员，主动参与社区治理。”万里路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治梅说。

目前，万里路街道辖区有新业态从业人员
300 余人。据悉，该街道将进一步细化服务机
制，引导该群体发挥更大效能，助推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

红花岗万里路街道

“红色驿家”精准服务新业态从业人员

“2022 年 ， 我 们 预 计 市 场 订 单 额 达 到 4.3
亿元以上，冲刺 5 亿元目标。年产值预计可
突 破 4 亿 元 ， 与 2021 年 相 比 大 幅 增 长 。” 目
前，遵义市飞宇电子有限公司装配车间 9 条
生产线全部开足马力生产，165 名包装车间工
人 在 按 照 工 艺 流 程 要 求 进 行 产 品 组 装 的 同
时，不断加快进度。

这是遵义市围绕“四新”主攻“四化”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2021年，遵义
市加快推进以绿色食品工业为支撑的新型工业
化、以遵义都市圈建设为牵引的新型城镇化、
以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为基础的农业现代
化、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突破口的旅游
产业化，做大做强遵义都市圈、形成全省发展
核心增长极、与贵阳唱好“双城记”、建成辐射
带动作用更强的省域副中心，不断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2021年，遵义地区生产总值达
4169.9亿元，比上年增长 10.3%。

新型工业振翅奋飞

赤水河畔，仁怀市茅台镇上百家白酒企
业，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用心生产好
酒；汇川区，装备制造业以科技创新为动力，
提高产品附加值，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走上国

际化发展道路；正安县，“无中生有”的吉他产
业，从单一的吉他生产发展到销售、物流、培
训、箱包等配套产业集群，基本形成闭合产业
链。

工厂车间火热的生产场景，正在黔北大地
的各个工业园区轮番亮相。近年来，遵义市坚
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市战略，奋力挖掘增量，打
通产业链，畅通供应链，以建设特色产业园和
壮大产业集群为载体，大力发展白酒首位产
业，加快推进茅台 201 厂 3 万吨酱香系列酒项
目、习酒公司 1.9万吨习酒项目、百亿珍酒增产
扩能项目、董酒新增 4万吨项目等扩能技改重点
项目及世界辣椒加工贸易基地建设，持续打造
工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让越来越多的“遵义
制造”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新型城镇步伐铿锵

“以前小区环境老旧，政府牵头改造后，路
更宽，绿化更美，楼道里铺了地板砖，楼梯更
换了新扶手，环境清爽又舒适。”不久前，在遵
义市红花岗区政府二号小区，焕然一新的居住
环境让707户居民喜笑颜开。

为了进一步提升群众的幸福感，遵义市大
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启动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三年行动计划；持续推进凤新快线、新龙
快线、新南快线等城市骨干道路建设，全面建
成高新快线，妥善实施上海路改造收尾工程；
改造小微循环道路，建设新城市公园，扩大公
共停车位数量，拓展绿化面积。

遵义市正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以遵义都
市圈建设为牵引的新型城镇化，做强城镇经
济、优化城镇布局、提升城镇品质、美化城镇
形象、推动城乡融合，中心城区和各县城建成
区面积倍增，城镇经济繁荣发展，城镇化率提
升到56.7％。

“四新一高”赋能农业

2021 年，凤冈茶叶自营出口量 2976.38 吨、
价值 1.44 亿美元，较上年分别增长 615.89%和
633.48%，茶叶出口检疫数据占全省数据总量
的 61%，居全省第一。绿茶变真金，凤冈茶叶
的俏销仅仅是遵义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其中一帧
画面。

2021年，遵义市农业总产值达 921.25 亿元、
居全省第一。今年，遵义将按照培育新品种、
引进新技术、发展新模式、形成新业态、实现
高效益“四新一高”的工作思路，着力“强化
基础、稳粮保供、重在科技、突出特色、提质

增效”，奋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强市建设。

旅游产业提质增效

“古色古香的寨子风韵在转角楼间、白粉墙
上、坡屋面里，让我印象深刻，下次约朋友一
起来。”清明时节，游客王晓玲与亲朋好友一起
来到播州区乌江寨国际旅游度假区旅游，度过
了一个难忘的假期。

小青瓦，雕花窗，渺渺水雾，蒙蒙青山，
一叶小舟，三座廊桥，美丽的景色引人沉醉。
播州区乌江寨国际旅游度假区于今年 2月 1日试
运营以来，已成为许多游客的“打卡地”。

在遵义，令人流连忘返的何止乌江寨。为
了让旅游产业化提质增效，遵义扎实推进旅游
产业化“四大行动”，加快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1+1+5+2”标志性项目，全面启动新一轮国
家 5A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深入开展乌江古村
落、海龙屯等项目的盘活工作，播州区太阳坪
景区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2021 年，遵义市按照红色传承、绿色发
展、文旅融合思路，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为突破口，通过不断打造旅游景区景点，完善
旅游基础设施，让文化旅游融合加快推进，旅
游服务质量加快提升，旅游经济持续增长。

黔北风正劲 扬帆跃激流
——遵义市围绕“四新”主攻“四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黄霞

享受阅读 快乐成长
通讯员 永娟 摄影报道

4 月 2 日是国际儿童图书日，余庆县各小学、幼儿园的学生纷
纷走进校园图书室或绘本馆阅读图书，享受读书带来的乐趣。

本报讯 （通讯员 王进） 道真自治
县在实施“菜县菇乡”创建过程中，面对
部分群众发展食用菌产业无资金、无技
术、无市场、无抗风险能力等难题，探索

“三零三保”政策，带动群众更好参与食
用菌产业发展。

“零成本”起步，各级政府积极盘活
扶持资金，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导企业
（合作社） 先行建设菌棚，破解群众没有
发展资本的难题；“零风险”经营，采取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方式，由公
司免费提供技术指导，与农户签订保底收
购订单协议；“零距离”就业，引导龙头
企业、合作社在村里建设食用菌产业园、
蘑菇农庄，方便群众到企业基地务工。

保产量，引进的公司保证菌棒质量，
确保出菇率达 98%，问题菌棒全部退换，
并通过种植技术跟进指导，确保每根菌棒
产量达 2斤以上，实现每个标准大棚每季
产量 10 吨以上；保收购，依托龙头企业
自身成熟销售渠道和其他销售平台，签订
订单收购协议，并随市场价格浮动，实行
统收统销、保底收；保效益，签订三方协
议，规定每根菌棒最低产值不低于 5.3
元，如菇农按规范要求种植未达最低效
益，则由公司补足产值给菇农，确保菇农
种植收益。

道真

“三零三保”
带动菇农稳定增收

本报讯 （通 讯 员 涂顺
菊 王莉群） 自实施“双减”
政策以来，仁怀市各中小学根
据学校办学特色，对课后服务
内容进行创新，开展艺术、体
育等多种“5+2”特色课后服
务 ， 让 学 生 在 学 中 玩 、 玩 中
学。

每 当 仁 怀 市 后 山 民 族 小
学 放 学 铃 声 响 起 ， 孩 子 们 就
不 约 而 同 地 跑 向 少 年 宫 教 室
和 大 礼 堂 。 在 老 师 的 带 领
下 ， 学 生 们 练 习 长 腰 鼓 舞 、
学 习 刺 绣 和 蜡 染 ， 教 室 里 不
时响起欢声笑语。

“ ‘ 双 减 ’ 政 策 出 台 后 ，
我们精心课后服务，让学生学
有所得。”后山民族小学教师王
文志说，该校以“常规+民族民
间传统”开展课后服务，目前
已开设苗歌、民族蜡染、芦笙
鼓舞、踩高跷等33个项目。

“加油！好球！”阵阵呐喊
声响彻仁怀市城南小学田径运
动场上空，该校 2022 年春季学
生运动会上足球比赛项目正火
热进行。孩子们在教练的指导
下，奔跑、跳跃、射门……小
球员动作灵活，充满活力。今
年春季开学以来，每天体育锻
炼 1小时已成了该校学生课后的
常态。

目 前 ， 仁 怀 市 各 中 小 学
已 严 格 将 “ 双 减 ” 工 作 和 课
后 服 务 课 程 纳 入 日 常 教 育 的
重 要 内 容 ， 根 据 学 校 老 师 特
长 开 办 了 艺 术 、 体 育 、 科
技 、 劳 动 实 践 等 多 个 类 别 的
课 后 服 务 项 目 ， 助 力 学 生 全
面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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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 讯 员 邓祁)“感谢他
们 周 到 、 高 效 的 服 务 ， 让 我 快 速 办 结
了不动产登记。”近日，市民张先生拨
通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对遵义市不动
产 登 记 事 务 中 心 新 蒲 分 中 心 的 服 务 进
行表扬。

让张先生对服务满意的原因，得益于
遵义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新蒲分中心制
定推行的多项新举措。据介绍，此前不动
产业务的办理主要是“5 天工作+2 天值
班”制，对要上班的群众而言，办理业务
较为不便。新举措推出后，工作时间改为
了 7天，群众可选择周末办理业务，个人
业务的办理时间也压缩到了 3 天。此外，
该中心还推出了延时服务，只要办事群众
在下班之前到了服务大厅，工作人员就会
继续办理业务。

此外，该中心通过开设企业、高层次
人才、全省通办、跨省通办专窗，对企业
有关业务实现当天办结、立等可取等举措
方便群众和企业办理业务，得到了不少群
众的好评。

新蒲新区

实现不动产登记
高效便捷

本报讯 （通讯员 胡旭）每逢周六，
位于红花岗区南关街道的新雪域农产品交
易中心里人头攒动，前来挑选、购买的顾客
络绎不绝，大家都是冲着这里的集市来的。

新雪域西南农产品交易中心党支部自
2021年 3月成立以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通过“党建+爱心”模式，在新雪域园区水产
品广场内规划了 500 余个免费临时摊位，
开设了“周六集市”，吸引了周边许多群众
来此摆摊，销售自家产出的农产品。

“摊位免费，离家又近，我几乎每周都
来，把家里种的蔬菜拿来卖。”摊主王太容
说。

新雪域西南农产品交易中心党支部书
记任志钧表示，在严格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的前提下，他们将继续开办这一集市，带动
周边群众增收的同时，也方便消费者购买
价廉物美的农产品。

红花岗南关街道

“周六集市”
免费摊位带动就业增收

5

2

↑家长与孩子共同阅读绘本。

←天湖小学学生在图书室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