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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河谷九月九·第一届遵义酱酒节

本报讯（记者 李培松）10月
22日，记者从“赤水河谷九月九·
第一届遵义酱酒节”开幕式上获
悉，经过综合评定，遵义市确定并
发布18家星级特色酒庄。

据了解，近年来，集酒文化体

验和吃住、休闲于一体的酒庄，成
了遵义市酒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载
体。为促进酒庄服务水平和运营
质量的提升，遵义市制定了标准，
并有序推进特色酒庄旅游服务等
级评定工作。

在“赤水河谷九月九·第一
届遵义酱酒节”开幕式上，正式
发布了评定的18家星级特色酒
庄名单。其中，三星级特色酒
庄：成义酒庄、天邦酒庄、望台酒
庄、国威酒庄、黔酒酒庄、亿度酒

庄、中心酒庄；四星级特色酒庄：
金酱酒庄、宋窖酒庄、民族酒庄、
怀庄酒庄、京华酒庄、黔庄酒庄、
汉台酒庄、黔台酒庄；五星级特
色酒庄：国台酒庄、夜郎谷酒庄、
珍酒酒庄。

今后，遵义市将继续推进该
项工作，充分发挥特色酒庄的各
自优势，让游客感受不一样的酱
香生活方式，带来更多的酒旅体
验，共同探索“以酒促旅、以旅兴
酒”的酒旅融合发展新路。

遵义市确定并发布18家星级特色酒庄

道德模范

本报讯（记者 李培松）10月
23日，记者从遵义市市场监管局获
悉，首批酱香白酒遵义产区认证赋
码管理企业名单发布，经过专家评
审、检验、工厂审查，15家企业评审
合格，并于22日予以发布。

据了解，酱香白酒遵义产区认
证赋码工作是为了进一步提升遵
义市酱香白酒的品牌知名度、辨识
度和竞争力，持续巩固世界酱香白
酒核心产区地位，为遵义市建设全
国优质绿色食品工业基地提供重
要支撑和强大助力。同时，也是为

了进一步推动遵义市酱香白酒全
覆盖可追溯体系建设，落实企业主
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为打击假
冒伪劣、虚假宣传等涉酒违法违规
行为提供技术支撑，有效保障企业
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据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同
志介绍，前期，在省市场监管局的
关心、指导和支持下，该局调研了

“浙江制造”“阳澄湖大闸蟹”及
“圳品”等品牌打造案例，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等
法律法规，认真分析研判开展酱

香白酒遵义产区认证赋码工作的
可行性，形成了遵义市酱香白酒
认证赋码可行性分析报告、遵义
市特色食品“遵品”认证赋码平台
建设可行性分析报告，并制定了
《遵义市打造酱香白酒遵义产区
认证赋码管理工作实施方案》。

此外，还委托第三方认证机
构制定了酱香白酒遵义产区产品
认证实施专用规则和工厂审查工
作须知，并经省局协调专家评审
通过。目前，获首批酱香白酒遵
义产区认证赋码管理的企业是：

贵州国台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贵州珍酒酿酒有限公司、贵州
祥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贵州
高酱酒业有限公司、遵义酒业集
团有限公司、贵州省仁怀市酱香
酒酒业有限公司、贵州省仁怀市
茅台镇远明酿制酒厂、贵州省仁
怀市茅台镇衡昌烧坊酿酒有限公
司、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金酱酒
业有限公司、贵州省仁怀市茅台
镇文中酒业有限公司、贵州怀庄
酒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
茅台镇国威酒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茅泉酒业（肆拾玖坊）、贵州
酣客君丰酒业有限公司、金窖酒
业（集团）有限公司。

“今后，我们将严格按照认证
规则和审查须知要求，继续深入
开展酱香白酒遵义产区自愿性认
证赋码管理工作，待运行成熟后
逐步在全市推广，实现一物一码、
一品一码管理和认证赋码信息平
台实时查询，帮助企业宣传企业
文化、树立品牌价值，引导广大消
费者理性消费、放心消费。”该负
责同志如此说道。

遵义15家白酒生产企业率先实行认证赋码管理

在务川自治县丰乐镇官坝村
洪渡河官坝渡口，56岁的申乾每
天往返河两岸为来往的乡亲摆渡，
17年间，撑坏了两艘木船，木桨更
换了10多支，累计为官坝村民摆
渡14万次，摆渡距离达16000多
公里，用坚守抒写一位普通村民平
凡而又精彩的人生故事。今年10
月，申乾被评为第六届遵义市道德
模范。

洪渡河奔腾不息，滋养了官
坝村世世代代的村民，却也将该
村 60多户 300多人分隔在了两
岸。2006年，在外务工的申乾从
前辈手中接过木桨，成为村里的

“摆渡人”。
摆渡收入并不高，但当申乾听

说无人摆渡，乡亲们出行受阻，他
便义无反顾地接下了这份工作。
一艘船、一根船篙、两支木桨，以及
简单的洗漱用品、几件救生衣，就
是他的全部“家当”。

“只要电话一响，就是有再忙
的事都要先把村民渡过去，能为百
姓做事我很满足。”申乾告诉记者，
接手这项工作时只有一条木船，船
上没有发动机，船的行驶完全依靠
人力去拉或者用木桨划，一天六七
个小时都在船上，平均每天要摆渡
三十几个来回，赶集日和逢年过
节，摆渡的次数还会翻倍。由于长
时间用劲，他手上的茧子都磨掉了
一层。

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申乾每
隔一段时间便会检查船上的零件、
钢丝绳、救生设备等，详细排查船
底情况，确保每次都能将村民平安
渡到对岸。17年来，他的船从未
出过一起安全事故。

除了摆渡，申乾还“身兼数
职”。作为土生土长的官坝人，申乾
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情感，保护好家
乡的青山绿水，是他最大的梦想。

2005年，官坝下游的沙坝兴

建水电站，水电站发电，水库成为
务川县城近10万人的饮用水水源，
于是，在水库上游渡口负责渡船的
申乾便义务守护着一江碧水。
2018年4月，他正式成为一名生态
护河员，负责温塘至落口青段约5
公里长的河道管理。在渡船之余，
他便沿河段清理河道垃圾，同时对
水域开展常规巡查，及时制止非法
垂钓、捕捞等行为，还在空闲时向
当地群众宣传河道保护知识，提高
当地群众的护河意识。

在申乾的坚守与努力下，无论
是“摆渡人”还是“护河员”，他都做
到得心应手，申乾就这么把根扎在
了洪渡河边，只要有人过河，他都
有求必应，第一时间出现在渡船
上。

“穿好救生衣，我们开渡了！”
一人一舟一渡口，日复一日、风雨
无阻，申乾的船又一次“启航”了。

（记者赵婧耘）

行舟十七载 只为众乡亲
——记第六届遵义市道德模范申乾

重阳佳节来
临之际，赤水市丙
安镇组织党员志愿
者走进敬老院，给
老人们送去过冬衣
物、牛奶、面包等生
活物资，祝愿老人
们身体健康、生活
幸福。图为该镇党
员志愿者为老人试
穿冬衣。

（记者 陆邱
珊摄）

本报讯（记者 向婧）近日，
遵义大剧院邀请遵义市社会福
利院的50名小朋友，走进剧院观
看倾听了一场精彩的音乐会。

遵义大剧院希望通过这种
公益方式，将艺术的种子播撒
给更多需要关爱的孩子，让他
们能够通过艺术这扇窗户感受
到更美好的世界，体会到社会
的温暖。

据了解，今年以来，在遵义
市文化旅游局的指导下，遵义大

剧院2023年已推出公益文化惠
民系列演出10场，涵盖了舞剧、
话剧、音乐会、地方戏等多种类
型演出等。

作为遵义重要的演出场
所、文化聚集地和主力军，遵义
大剧院将继续秉持初心、承担
社会责任，以公益赠票与惠民
活动相结合的形式，实现“高贵
不贵，文化惠民”的目标，不断
提升广大市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满足感。

遵义大剧院持续开展
文化惠民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婷）记者从
遵义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
为减轻缴存职工购房贷款还款
压力，结合我市实际，经研究决
定，自2023年10月21日起在习
水县开展“商转公”贷款试点，即
将商业贷款转成或者部分转成
公积金贷款。

据悉，此次试点对象为在习
水县缴存住房公积金并使用商
业银行贷款在习水县购买自住
住房的缴存职工。

据了解，申请办理“商转公”
贷款的对象需满足借款申请人
与共同申请人应为夫妻关系、应
符合本市公积金贷款申请条件
和贷款政策有关规定，且应同时
符合下列条件：借款申请人应为
本市缴存职工、原商贷的借款人
或共同借款人，且应为原商贷所
购住房的产权人；借款申请人和
共同申请人在本市无公积金贷
款（含补息贷款）记录；原商贷所
购住房为当前借款申请人和共
同申请人在本市唯一自住住房；
原商贷由本市商业银行发放且
未结清，已还款满1年，原商贷
银行同意提前结清贷款或部分

还款；原商贷所购住房已取得不
动产权证书，权属明晰，无除原
商贷银行以外抵押权人、查封、
保全、设定居住权等权利受限的
情形。

目前，习水县开展“商转公”
贷款实行三种模式。先还后贷，
借款申请人自筹资金结清原商
贷后，由市公积金中心将“商转
公”贷款资金划入借款申请人个
人银行账户；顺位抵押，借款申
请人无需自筹资金结清原商
贷，由市公积金中心和原商贷
银行协作，将“商转公”贷款资
金划入原商贷银行指定账户，
同借款申请人预存差额资金一
并结清原商贷；部分置换，借款
申请人无需自筹资金结清原商
贷，由市公积金中心和原商贷
银行协作，将“商转公”贷款资金
划入原商贷银行指定账户偿还
（置换）部分原商贷，剩余部分商
贷继续保留，形成借款申请人

“组合贷款”。
结合试点情况，我市“商转

公”贷款业务将于明年在全市有
序实施。

遵义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开展“商转公”
贷款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