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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只争朝夕抓落实 凝心聚力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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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似锦 韵味悠长
——遵义市多彩文化绘就美好生活

遵义，文化荟萃、历史底蕴厚重，是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土司文化、沙滩文化等在这里交相辉映；长
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三线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

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让黔北大地充满魅力。

文化是城市的精神和灵魂，
也是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2023
年，遵义文化消费市场强劲复苏，
从文旅到体育，文化消费与城市
间的关系愈发紧密。

暑假，2023中国乒乓球俱乐
部超级联赛第一阶段男子组比
赛、2023“遵义杯”全国校园足球
邀请赛、贵州省青少年跆拳道锦
标赛、“快乐阳光”全国大型少儿

声乐大赛等赛事陆续在遵义火热
举行，体育赛事成为带动城市经
济的新引擎。

围绕“食、游、购、娱、体、展、
演”，遵义各地“夜经济”如火如
荼：苏福商圈“地摊经济”日益火
爆，捞沙巷内人头攒动，黔北老街
食客如云……2023年，遵义各地
积极探索“夜经济”市场管理模
式，在空间布局和发展业态等方

面满足市民和游客的消费需求，
让众多市民游客在大快朵颐之
余，尽情购物游玩。

遵义还充分利用“赛事+旅游”
“会展+旅游”“演艺+旅游”等文化
旅游资源组合，打造体育、文化、旅
游等各方面人文、经贸合作平台，
通过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培育经济
增长新动能，丰富城市消费新业
态，提高城市影响力和美誉度。

城市主题书房是打造全民阅
读的重要平台，是公共图书馆在
打造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的延伸和探索，也是提升城市品
质的重要举措之一。作为一种新
型公共文化空间，近年来，遵义深
入推进“全民阅读·书香遵义”建
设，在全市范围内积极推进城市
主题书房建设，延伸公共文化阵
地，扩展城市阅读空间，让城市主

题书房成为市民朋友乐享文化生
活的“新地标”。这些“小而美”的
城市主题书房也逐渐成为市民文
化生活的新亮点。

2023年，遵义市还大力开展
文化惠民演出，不断满足群众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百花齐
放”的浸润中，城乡随处可见百姓
喜笑颜开、幸福生活的美好景象。

（记者 赵婧耘杨梦云）

“夜”态丰富流光溢彩

2023年，遵义市持续深挖红
色文化资源，传承弘扬长征精神、
遵义会议精神等革命精神，在“红
色+”上做足文章，使“红色圣地·
醉美遵义”旅游品牌声名远播。

2023年 9月 29日投入使用
的兰海高速重遵扩容工程——长
征国家文化公园·大娄山服务区，
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的
重要窗口之一。该服务区不仅是
从重庆进入贵州的第一个服务

区，也是全国首批四个长征主题
高速公路特色服务区之一。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大娄山
服务区主体大楼建筑形似数字

“100”，寓意“百年奋斗”的红飘带
环绕四周，高度19.35米的灯塔矗
立于长征文化广场旁的山坡上。
在服务区综合服务楼一楼，不仅
有干净整洁的商业区，还有红色
文化展示区，大屏幕上播放着长
征文化相关宣传片，电子沙盘中

展示着红军长征路线图。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大娄山

服务区面朝大娄山山脉，紧邻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区位优
势明显。服务区承担着贵州红色
文化展示、文旅融合、公共服务等
功能。同时，为有效利用红色资
源、充分发扬红色传统，讲好长征
故事，在服务区综合服务楼二楼
设置了长征文化展览区，让游客
能沉浸式体验长征文化。

除了大娄山服务区，位于红
花岗区凤凰山广场的“伟大转折
演艺综合体”也是《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贵州段）建设保护规划》的
重点项目之一。眼下，“伟大转折
演艺综合体”的施工已进入收尾
阶段，预计在今年1月15日正式
对外开放。作为“伟大转折演艺
综合体”核心内容的《伟大转折》
剧目也进入最后的排练阶段。

该剧目的创作依照历史进

程分为“湘江之战”“遵义会议”
和“四渡赤水”三部分，聚焦在中
国革命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遵义会议，以主要人物为线
索，采取多种艺术形式，运用前
沿舞台科技，生动展现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的历史画卷。《伟大转折》编剧、
导演闫兵表示，希望能通过该剧
目进一步展现遵义这座城市独
特的魅力。

红色文化传承不息

“一山不同族，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在黔北大地上，汉
族、苗族、仡佬族、土家族等48个
民族繁衍生息，共同创造了丰富
多彩的特色民族文化。

近年来，遵义市常态化开展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工作，深入开
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机关、进
企业、进乡镇、进学校等“8+N”示
范创建活动，营造了民族和睦、社
会和谐的良好氛围。

老城小学的少数民族学生
穿着鲜艳的民族服饰，参加“国
旗下的讲话”活动，该校以润物
细无声的方式将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深入全校师生心中；
新蒲新区滨湖中学以“石榴籽一
家亲”主题团课征集活动为抓
手，开发了《中华民族一家亲》
《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遵义故事》
等 12 节课程，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在
仁怀市黔酒股份有限公司大门

前，“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的宣传标语在结满石
榴果的石榴树下格外醒目；省级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企业”贵州
万胜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利用获
得的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
产线保护示范基地、遵义市中小
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将产区变
成展示民族中医药的教育实践
基地；少数民族群众占总人口
74.56%的道真自治县八一社区，
通过建立互嵌式的社会结构，营

造了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
享、共事共乐的良好环境。

2023 年 7 月，正式印发的
《遵义市建设全国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示范市实施方案》，
明确提出狠抓“六个坚持”、夯实

“六个基础”的目标任务；9月21
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主题文化活动——贵州篇暨
2023年贵州省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活动月启动仪式在遵举

行，通过组织开展理论宣传、文
艺演出、体育赛事、课堂教学、文
博展示、民俗活动等多种形式，
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建设。

2023 年，遵义市还以建设
全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示范市为契机，在全市范围内
标准化打造了一批研究基地、
培训基地和教育实践基地，让
民族团结“石榴树”结出籽粒饱
满的“石榴果”。

民族文化风情浓郁

2023年 11月，“花卉系列主
题画展”在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
美术馆开展，吸引了众多市民前
来观展。

位于汇川区温州路的遵义
1964文化创意园过去是“三线企
业”贵州长征电器集团公司长征
十二厂所在地，现在是集三线建

设遗产资源保护、文化休闲旅游、
创意办公、文化艺术交流等为一
体的遵义文化新地标。

近年来，遵义1964文化创意
园通过持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对三线建设博物馆、美术
馆、军旅融合展示馆进行提档升
级，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

让广大市民和游客享受更加多彩
的文化生活。

2023年，遵义1964文化创意
园成为贵州首批、遵义首个新型
城市公共文化空间。1964文化创
意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雪表
示，接下来还将深入挖掘三线文
化内涵、价值，根据研究成果提升

园区整体文化内涵，与园区文创
产品开发、展陈展示等相融合，不
断提档升级，引进更为丰富的新
兴业态，努力把1964文化创意园
建设成三线文化的传承地。

保存历史遗产、保留城市记
忆，不仅体现怀旧，更是传承历
史，三线建设在遵义遗留下来的

老厂房、老矿区、旧设备，不仅记
录着一个时代的历史足迹和辉
煌，更浓缩着一段遵义工业发展
的历史和文明。“老三线”的工业
符号和文化记忆，如今正被植入
新的文化基因属性，工业遗址正
变身文化富矿，将工业记忆转向
文化创意，让旧空间成为新地标。

三线记忆穿越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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