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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夏季旅游高峰期的来临，我州依托各
民族积淀千百年的多彩文化，持续激活传统文
化的新活力，以需求为导向、向新而行，持续推
出乡村旅游、康养旅游等沉浸式体验旅游业
态，不断推陈出新，确保文旅市场供给丰富，留
住游客，让夏季旅游旺季更旺。

丹寨县抓住气候和文化两大优势，以“凉”
字和“文”字破题，念好“双”字经，唱好“融合
戏”，打造精品景区，挖掘旅游旺季消费潜力。

在丹寨县龙泉镇的卡拉银匠村，苗族蜡染
体验馆、苗族银饰馆、农耕文化展厅等布局精
美、别具一格，平均每天都吸引上千名来自五
湖四海的游客打卡观光，小小的村落人气爆
棚，旅游越来越旺。

“我们增加了两个展馆的布展，让游客有
更好的体验感和参与感，能够玩得更开心。”丹
寨县龙泉镇卡拉银匠村景区运营总监何凌表
示。为迎接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该景区提前
谋划，着力在提升服务品质上下功夫，不断优
化参观路线，在原来的基础上增设多条游览线
路，并实行错时、错峰入景区，防止拥挤。此
外，景区内还新增了苗族银饰、苗族婚嫁两大
展厅，让游客零距离领略本地风土人情，拉动
民族手工艺品的消费。

“入住酒店第一感觉是服务员的态度很
好，酒店非常干净、舒适，设施齐全，是退休康
养的好地方。”重庆游客林四庆说。同样坐落
于卡拉村的一家特色酒店，进入夏季以来，酒
店入住率也不断向好，呈现了节节攀升的良好
趋势。

该酒店以“旅居养老 康养度假”为主题，依
托气候优势，以“凉”字为突破口，瞄准服务群
体，推出了 9 天 8 晚、10 天 9 晚等多条精品康
养、避暑路线，深得游客青睐。

为丰富游客的旅居生活，酒店还在饮食、住宿、娱乐等方面下功夫，通
过开设茶文化、酒文化趣味小课堂，以及免费开放读书室、书画室、乒乓
球室等“动静”结合的休闲模式，让游客住得舒适、乐在其中。此外，还根
据游客喜好，结合县域及周边特色景区量身定制出行路线，提供一对一、
多对一、一站式优质旅行服务。

据了解，今年以来，丹寨县累计接待游客 297.41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
入达 32.66 亿元。其中，长途旅居避暑游、研学沉浸游占比较高，成为了当
下助推旅游热的新引擎。

“七一”期间，位于施秉县白垛乡的黑冲景区迎来了一波客流高峰，游
客们纷纷踏上这片红色热土，聆听党史、感悟红色文化、汲取红色力量。

“在我们村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我们依托红色文化因地制宜开展民宿
经济、野营烧烤等新兴旅游业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游玩体
验。”白垛村党总支书记罗应民表示。为了激发旅游潜力，该村不断完善
红军书屋、红培基地、红色驿站等项目建设，大力培养红色讲解员，探索

“课堂+基地”的教学模式，持续擦亮“红色文化”这张金字招牌。同时，借
助数字科技技术，创建有声图书馆和红色旅游 APP，以“互联网+旅游+乡
村”为思路，助力乡村智慧旅游发展。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革命先烈的伟大，是一场思想上的梦幻之旅。”游
客张展说，“除了感受红色文化外，在这里还可以吃上一桌特色农家菜，
在山林间的茶吧喝一杯清茶，看日出、观云海。”

据不完全统计，“七一”期间，黑冲日均游客接待量达 1000 余人。
近日，台江县红阳苗寨也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游客，进入了旅游

旺季。
据了解，红阳苗寨充分利用好“村 BA”火爆带来的旅游热度，结合自

身“民族、文化、生态”三大特色，通过微改造、精提升，将百姓闲置房屋院
落进行有效盘活，把村田院落、乡风民俗、乡土文化、生产生活变成旅游
产品，打造乡村“微度假”旅游目的地。

“我们希望对老百姓的房屋、庭院进行改造，打造一种‘进百家院、吃
百家饭、品百家情’的生活方式。”贵州云村智库执行院长王生荣说。为
满足游客需求，红阳村还利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农旅资源，延伸打造观光
农业、教育研学和农事体验等旅游产品，打造集住宿、餐饮、休闲、娱乐、
康养、社交等于一体的红阳苗寨乡村生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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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丹寨县扬武
镇洋浪村种植的 600 余亩（1
亩=0.0667 公顷）辣椒迎来
首批青椒采收，一垄垄青椒
挂 满 枝 头 ，村 民 们 忙 着 采
摘、分拣、装筐，一派喜获丰
收的繁忙景象。

洋浪村是当地蔬菜种
植大村。近年来，该村凭借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种植技
术，通过“合作社+企业+订
单”的产业模式，发展“夏收
青椒、秋收红椒”的两季辣
椒种植产业，带动 200 余户
村民实现“双增收”，助力乡
村振兴。

（通讯员 杨武魁 摄）

辣椒丰收富农家辣椒丰收富农家

本报讯（记者 余天英 通讯员 邰
胜瑶）时下，正是稻花鱼养殖的黄金
时期。连日来，镇远县农业农村局的
农技干部忙着到各乡镇田间，发放鱼
苗给乡亲们养殖，推动稻鱼综合种养
产业发展。

“大家不要着急哈，家家都有份。”
“得鱼苗了的，就马上拿去放到稻田才
活得好哈。”在金堡镇金凯村村口，村
干部和农技人员正组织乡亲们领取鱼
苗。村民们提着桶、拿着盆，看着工作
人员从运输车上捞取跳跃翻腾的鱼
苗，脸上洋溢着笑容。

近年来，镇远县紧扣乡村振兴主题，
因地制宜，大力推广稻鱼综合种养模式，
积极主动提供靠前服务、技术保障，拓宽
农户增收渠道，持续为乡村振兴添动能。

“现在政策越来越好了，这两年政
府都免费送鱼苗给我们，今年金凯村
得了 1000 公斤鱼苗，希望乡亲们今年
稻 谷 稻 花 鱼 双 丰 收 ，得 到 更 多 的 实
惠。”金堡镇金凯村副支书吴永贵说。

同样，氵舞阳镇两路口村的群众也
领到了 2000 公斤鱼苗。由于去年收成
较好，乡亲们尝到了稻田养鱼的甜头，
大家养殖稻花鱼的积极性很高。

“今年的鱼苗比去年还大点，我得
30 公斤，准备拿去田头放，争取今年鱼
和稻谷双丰收！”两路口村村民陈守琼
开心地说道。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镇远县2024年
稻田综合种养示范提升面积5200余亩，
发放鱼苗 5 万余公斤，项目受益农户
3000余户。在投放鱼苗现场，技术技术
人员向前来领鱼苗的村民们详细讲解
稻鱼养殖技巧和放养鱼苗时的注意事
项，不断增强农户养殖稻花鱼的信心。

“经过这两年的实践，这种‘稻鱼
共生’模式效果不错。下一步，我们将
针对项目实施的区域，做好田间管理、
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指导，实现‘一水多
用，一田两收’，帮助乡亲们增产增收，
推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镇远县农
业农村局水产站负责人庄燚华说。

镇远县：

送鱼苗传技术 乡村振兴添动力
“酸汤，还是黔东南的好，吃上一

次，恋上一世。”辣与酸，相伴而生，蕴
含着黔东南苗族先民的生活智慧，也
传承着独具黔东南特色的美食文化。

近年来，我州酸汤生产的龙头民
营企业玉梦、亮欢寨、黔酸王等企业
强强联合，“凯里酸汤+”预制菜全产
业链条加快推进，“凯里酸汤”公共品
牌持续擦亮。除了民营企业，州文旅
集团作为州国有企业也积极布局“凯
里酸汤+”预制菜赛道，黔东南文旅苗
酸酸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打造全州

“凯里酸汤+”特色美食产业链的理
念，以“凯里酸带农”为基础，立足统
筹全州预制菜产品“供应链”积极融
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计划按照“原
材料基地+生产基地+销售推广”的布
局谋划，助力我州“凯里酸汤+”预制
菜产业进一步发展。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凯里市万潮
镇（炉碧经济开发区万潮园区）的黔

东南文旅苗酸酸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凯里市苗族酸汤鱼制作技艺传承人、
公司酸汤酿制技术总监蒙庆莲带领着
走进酸汤预制菜生产车间。

“一定要注意火候，不停地搅拌，品
质要保证。”来到酸汤底料炒制车间，记
者见到工作人员正在炒制125公斤的酸
汤底料，蒙庆莲反复叮嘱工作人员要对
酸汤底料炒制的细节严格把控。

“消费者购买预制菜是为了方便
和口感，我们必须要把预制菜的口
味、品质做到最高标准。”蒙庆莲告诉
记者，传统自然发酵的酸汤，吃进嘴
里除了酸辣味，还有回甜的口感。而
为了做好酸汤，在原料、工艺等方面，
蒙庆莲都是继承老一辈在酸汤非遗技
艺上的做法。

来到酸汤酿造车间，蒙庆莲打开
一坛装满西红柿的土坛子，一股西红
柿发酵的酸爽味扑鼻而来。“这个味
道是不是很纯正？”蒙庆莲向记者介

绍道，“我们做的酸汤，目标是要打造
原生态，所以在选取原料时，我们很
讲究，一般来说，原料只选黔东南地
域范围内的，为的是保证原料的纯
正、绿色。酸汤发酵期间，我们也一
直在观察、检测。”

蒙庆莲对酸汤生产的每一步都是
高标准要求，亲自把关。她说：“传承
老一辈人的酸汤技艺，是我的使命，
想让更多的人吃到地道、美味的凯里
酸汤，是我的梦想。这也与企业的品
牌理念志同道合。”

据了解，公司依托黔东南苗侗山
珍等产业特色，因地制宜，推动预制
菜产品本土化、系列化、品牌化开发，
秉承挖掘弘扬全州酸汤特色美食文
化，打造全州“酸汤+”特色美食产业
链，按照打造具备“品相、品味、品质、
品牌”的预制菜产品理念，自 2023 年 6
月产品上线以来，已生产“酸汤+牛
肉”、“酸汤+猪脚”、酸汤底料、酸汤方

便粉等系列产品，一年来深受消费者
欢迎，打开了市场。

州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我们不仅坚持企业标准的建立
及质量体系建立，还持续坚持创新研
发及产品优化。加大研发，稳定品
质，向‘0 添加’方向发展，以酸汤底
料为拳头产品，研发‘0 添加’酸汤底
料、‘0 添加’火锅、冷链产品、酸汤宽
粉、酸汤红薯粉、酸汤米粉、酸汤面等
新品，不断提升预制菜品质，精耕细
作并全面推进‘凯里酸汤+’产品稳
步发展。”

下一步，州文旅集团将切实履行
国有企业职能职责，秉承挖掘弘扬全
州酸汤特色美食文化，打造全州“酸
汤+”特色美食产业链的理念，集中优
势资源力量，瞄准产业链“上中下”
游，着力引进打造预制食品产业发展

“产品研发、原料配送、生产加工、市
场交易”等产业链关键节点项目，构
建全链产业体系，推动预制菜产业高
质量发展。

国企助力“凯里酸汤+”预制菜产业稳步发展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康莉

7月4日，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
当地时间 10 时 30 分，一辆红旗车驶

过载着巨大“萨姆鲁克”雕像的国家独立
纪念碑，车上的五星红旗迎风猎猎。

此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迎宾仪式正在
进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现场。
独立宫的大门缓缓开启。穿过摆满国
旗的长廊，习近平主席健步走向迎接他
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历史的钟摆，指向了阿斯塔纳峰会
时间。

激荡的百年变局下，这个人口约占
世界一半、经济总量约占全球 1/4 的国
际组织，正冲破传统国际格局的藩篱，
在万千期待中，坚韧成长。

“上海合作组织之所以能够经受住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考验，根源在于我
们始终坚持团结协作的优良传统、平等
互惠的合作之道、公平正义的价值追
求、包容互鉴的广博胸怀。”回望 23 年来
的不平凡历程，这一战略判断深邃洞察
历史大潮的时与势。

审天下之时，度微末之势。在阿斯
塔纳峰会，近距离去感悟大国外交漫漫
征途的坚实步履，去擘画上合组织在变
乱交织的世界面向未来的壮阔图景：

“我们要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
识，始终秉持‘上海精神’，坚定不移走
契合本国国情、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发展
道路，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上海合作组
织家园，让各国人民安居、乐业、幸福。”

两张合影：
选择同行的伙伴
一个判断，愈发深入人心。
国际形势愈是风云激荡，上合组织

的笃定前行愈显光芒。
遥望世纪之交，“当时冷战遗留的

对立和割裂尚待弥合”。国与国如何相
处？结伴发展还是阵营对抗？亚欧大
陆 6 个相邻国家，作出历史抉择。

一个全新的国际组织、一种全新模
式应运而生。在冲波逆折的历史航道
中，上合组织的问世被称为“一个改变
全球战略格局的重大事件”。

令人感佩的过去，更是正在发生的
历史。

4 日上午，一张上合组织峰会的“全
家福”载入史册。习近平主席左侧不远
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首次出现在
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中。

就在随后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托卡耶
夫总统宣布了首项安排，“关于给予白
俄罗斯上合组织成员国地位有关决议
的签字仪式”。“全世界对上合组织的兴
趣都在增长。”他深有感触。

圆桌前，围坐在一起的，是发展阶
段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的成员国的领导
人。笔尖齐刷刷划过纸面。

从最初的 6 个成员国，到今天随着
白俄罗斯的加入，拥有 10 个成员国、2
个观察员国、14 个对话伙伴。掌声回
荡，人们感叹于上合组织蓬勃的生命

力。7 年前，也是在阿斯塔纳，印度和巴
基斯坦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去年，接
收伊朗为成员国。而同时，“希望加入
上合组织的国家排成了队”。

每一步成长，都是选择的结果。选
择接纳，展示了上合的开放与包容；选择
加入，昭示着理念的共鸣、使命的共担。

卢卡申科总统在发言中谈及“加
入”的喜悦：“这是一个严肃而深思熟虑
的决定，我们看到上合组织在世界政治
中的作用持续加强，应对全球挑战的最
佳办法是我们的团结和凝聚力。”

在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上合组织
毫无疑问是一支稳定的力量。恰如有
评论说，与有的组织扩大往往伴随着动
荡不安不同，上合组织的扩容意味着和
平发展力量的增长。

和“成员国+1”的新闻同时刷屏的，
是另一个“+”号，首次以“上海合作组
织+”的形式举行峰会。

随之而来的另一张合影，也注定被历
史所铭记。观察员国领导人、主席国客人
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等国际和地区
组织及多边机制负责人同上合组织成员
国领导人并肩而立。“好朋友、新伙伴济济
一堂、共商大计”，习近平主席对此评价，

“说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本组织理念广受
欢迎，成员国的朋友遍布天下。”

志合越山海。12 次出席上合组织
峰会，习近平主席每一次都会讲到上合
组织诞生之初所确立的“上海精神”，这
次也不例外。“以‘互信、互利、平等、协

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
本内容的‘上海精神’”，正是出现这两
张合影的内在动因。

“上海精神”，新的生命力何在？当
“人类社会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
口”时，关键要有应对好这一变局的“识
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峰会上
各方的发言生动展现了人们在历史关
头的又一次抉择：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国际体系的基
础正在动摇的时期”；

“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恢
复信任、正义和团结”；

“反对单边制裁，反对干涉别国内政”；
“上合组织应该而且一定会在国际

舞台上发出更加响亮的声音”；
“上合组织作为多极世界体系关键

支柱之一的作用正在日益加强”；
…………
于时间长河更见精神之力。
破土萌芽之时，面对刚走出冷战阴

霾不久的世界，“上海精神”唤起追求和
平与发展的强烈共鸣；风华正茂之际，
面对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世界，“上
海精神”激发团结协作、发展共赢的广
泛和鸣。

斗转星移。“上海精神”是根基，是
灵魂，是上合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的“成
功密码”。“顺应当今时代潮流、契合人
类进步方向”，习近平主席评价上合组
织的这句话言简意赅。

（下转第三版）

“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上海合作组织家园”
——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纪实

○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李建广 谢亚宏

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
——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改革开放述评之一

（详见第三版）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
——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与启示述评之五

（详见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