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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审校：郑义明 杨 帆 张少康

农历壬寅年二月初四

近日，首批贵州省“两山”基地
命名授牌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贵
阳市举行，对湄潭县等6个贵州省
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正式命名授牌。

据了解，在属地市（州）政府预
审和推荐的基础上，经过资料审
核、现场核查、社会公示和会议审
定等严格的核查工作程序，花溪
区、湄潭县、麻江县乌卡坪生态蓝
莓产业园、西秀区大坝村、黔西市
化屋村、兴仁市鲤鱼村被遴选命名
为贵州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

结合当地在巩固脱贫攻坚衔
接乡村振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阶

段成效，被遴选命名为“两山”基地
的6个地方协同推进区域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实践探索，因
地制宜探索“两山”转化路径。这
些地方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
量、筑牢生态产业转化根基，围绕
自身环境特点和生态资源优势，探
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本地
模式和机制，长效保障绿水青山转
化金山银山，绿色发展成效初步显
现，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美丽中
国建设的贵州代表。

湄潭素有“云贵小江南”之美
誉，境内山清水秀、风景迷人、生态
空间格局合理，森林覆盖率达
66.1%。

湄潭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依托生
态环境优势，大力发展以茶产业为
代表的生态产业，探索出一条“荒
山变茶山、茶山变金山”的可持续
发展道路。

生态产业化：湄潭县低纬度、
高海拔、寡日照，沙质黄壤富含锌、
硒，各种自然环境非常适宜茶树生
长，产茶历史悠久。通过退耕还
茶、非耕地开发等有力举措扩大茶
叶种植面积，既保护了生态环境，
又很好地把湄潭的生态优势转化
为产业优势。2021年，全县生态茶
园面积达60万亩，茶叶总产量7.98
万吨，产值67.43亿元，茶业综合收

入167.09亿元。2021年，湄潭县
蝉联“中国茶业百强县”第一名。

产业生态化：湄潭县围绕良好
的生态产业基础，延伸产业链促进
三产融合，形成“一产接二连三”的
互动型、融合型绿色高质量发展模
式，构建了具有湄潭特色的产业体
系。围绕茶产业链条形成了一批
茶叶精深加工、印务包装、物联网、
物流、会展、茶文化旅游、茶园生态
旅游、茶园定制、网络销售等融合
度高的业态。

湄潭的绿色发展是生态产品
价值得以有效实现的具体实践。
通过坚持发展生态产业，延伸茶产
业链条融合一二三产，湄潭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向好，绿色发展根基越
筑越牢，人居环境和人均收入发生
了巨大变化，先后荣获国家生态
县、国家级生态农业示范县、国家
卫生县城、中国茶业扶贫示范县等
多项称号。

作为建设美丽中国的贵州代
表，湄潭将奋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
出新绩，进一步探索“两山”实践，
闯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发展
之路，奋力建设“贵州最美乡村”和

“全国绿色食品工业示范区、遵义
都市圈准中心城区、国家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示范区、中国乡村休闲游
首选地”。

（据天眼新闻）

贵州首批6个“两山”基地命名授牌

湄潭县榜上有名

本报讯 （记者 杨义霞）“在
这里上班，既照顾了家庭，又增加
了收入，我很满意。”近日，家住桐
梓县羊磴镇苦楝社区的钟显会在
社区服装代加工车间，一边忙着
加工衣服一边与记者说。

钟显会上班的地方是桐梓县
杰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在羊磴镇
苦楝社区开办的代加工车间。该
公司2018年8月与福建省泉州市
三家服装企业签订长期代加工生
产合同，解决附近村民家门口就业。

“公司有稳定的客源，加工活
路也就多。目前有71名村民在代
加工车间就业。”杰昇服装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涂洪利告诉记者。

近年来，桐梓县因地制宜、因
村施策，通过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积
极引进在外创业有成的返乡民工

回乡创业，建立代加工车间，并为他
们提供场地、贷款、技术指导等。

“从粗丝拉成细丝的工艺一
定要细心，要争取一次成功。”在
高桥镇周市社区一家眼镜配件代
加工车间，返乡创业青年邓兴全
一边对工人进行技术指导，一边
对眼镜进行质量检查。

该配件加工车间负责人告
诉记者：“老百姓学到技术后，可
以在家抽空干活，也可以来车间
干活，平均每人每天有60多元的
收入。”

2018年以来，桐梓县许多在
外创业有成的民工回乡创业，建
立起代加工车间。目前，该县代
加工车间解决社会灵活就业
3000多人，涉及服装、眼镜配件、
汽车配件、家具、门窗等行业。

桐梓县

代加工车间群众务工忙

党员义工齐发力，服
务群众不打烊。随着春天
的到来，遵义会议会址景
区迎来了旅游的旺季，志
愿者们忙着为游客提供各
种志愿服务。

图为老城街道纪念馆
社区党员义工为游客提供
咨询服务。

（雷世怡摄）

志愿服务

本报讯（记者 张婷）近日，教
育部公布2021年度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名单，新蒲
新区榜上有名，这是此次全省唯一
被认定的训练营。近年来，新蒲新
区党工委、管委会高度重视校园足
球工作，成立了以分管领导为组长
的新蒲新区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
组，区教体局、区财政局等相关部门
加强配合，共同发力，推进该区校园
足球工作长效发展。

据介绍，早在2015年，新蒲新
区就组建了区级足球队伍，参加遵
义市校园足球联赛；2016年，又建
立校园足球三级联赛机制，参加足
球联赛的参赛队伍达20余支，直接
参与人数上千人。

在足球人口基数逐年增长的

同时，新蒲新区教体局逐步完善校
园足球教师配置，优化校园足球教
练员水平，积极对接体育院校，聘
请专家现场指导，逐步壮大足球师
资队伍。

为确保校园足球工作的长效开
展，近5年来，新蒲新区财政投入
9000多万元，用于发展学校体育教
育。截至目前，新蒲新区共有校园
足球场地26块，镇级以上学校足球
场建设率达100%，设施设备配备
率达100%。

据新蒲新区教体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在下一步工作中，将
积极引进优秀体育人才，建立足
球特长生的升学机制，创建足球
特色示范品牌，促进校园足球长
效发展。

新蒲新区

推进校园足球工作长效发展

本报讯 随着气温回升，位于
红花岗区的遵义会议会址门前人
头攒动，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共赴
红色圣地，感受红色文化。据了
解，今年1月份，红花岗区接待红
色旅游游客35.8万人次，实现收入
2.68亿元。

“最近天气好了，就约着朋友
一起出来玩。‘转折之城’——遵义
就是我们计划中的第一站。”来自
贵阳市修文县的游客邓女士说：

“今天通过实地参观，更深刻地领
悟到了遵义会议精神所在，而这种
精神也将会激励我在未来的学习
生活中不畏困难、砥砺奋进。”

近年来，红花岗区按照“一核

两翼串珍珠”空间布局，以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建设为抓手，立足红
色资源禀赋，发挥“旅游+”的融合
优势，把红色文化、地域文化和现
代服务业结合起来，推动红色文化
与教育培训、旅游发展、文艺创作
深度融合，不断提升旅游业态吸引
力、承载力和内生力。

据红花岗区文化旅游局提供
的数据显示，2021年，该区旅游接
待人数1260.71万人次，旅游总收
入145.69亿元。其中，接待红色
旅游游客达869.89万人次。

新国发2号文件出台，为该区
旅游产业发展指明了新方向。紧
抓政策机遇，红花岗区文化旅游局

制定《遵义市红花岗区文化旅游局
贯彻落实新国发2号文件实施方
案》，明确了指导思想、战略定位、发
展目标和工作措施，并结合文件要
求，初步将13个项目纳入旅游产业
发展提质升级的范围，实现项目清
单化、清单责任化、责任具体化。

立足新起点，红花岗区将继续
坚持“文化为魂、旅游为体”的发展
思路，以红色旅游为引领，深入实
施旅游产业化“四个行动”，不断推
动“旅游+”“+旅游”融合发展，延
伸旅游全产业链条，稳步推进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让红花岗区

“红”得更加靓丽、更加出彩。
（陈淑兰）

红花岗区

立足新起点 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