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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乌江波光映着德江县
潮砥镇联盟村的山峦。年过六旬
的张玉先穿上防蜂服，拎着收蜜
桶，一步步向村后山坡攀去。蜂
箱散落于脐橙林深处，那里藏着
他上岸后寻获的新生计——
养蜂。

“一年 365天巡山看蜂，但我
只在七八月份割一次蜜。”张玉先
揭开蜂箱盖，蜜脾金黄欲滴。一
年仅采一次的坚守，换来的是蜂
群强健与蜜质的纯粹。

这份“甜蜜事业”背后，是一
场生存方式的艰难转身。早年
间，张玉先与众多村民一样，靠乌
江捕鱼维系生计。十年禁渔令落
地，世代相传的渔网与渔船黯然
退场。

2024年初开始学着养蜂，做
蜂桶、招蜜粉……边学边干，从零
摸索，这位习惯了“水上漂”的老
渔民，硬是在山野间闯出了一条
新路。

“来！尝一口。”张玉先拿起
一块刚采割出来的蜂蜜，递给前
来购买蜂蜜的客人，脸上露出甜
蜜的笑容，又激动地转过身道：

“一百多桶，今年可试产七八百
斤，卖得好的话，我还要再扩二十来桶。”

张玉先的转型，是乌江之畔无数渔民命运转变的
一个缩影。退捕上岸的村民们收起渔网，在政策扶持
下开垦荒山，数万亩脐橙、花椒与经济果林渐次铺展，
畜牧养殖与林下蜂业等多元产业破土而出。

山，还是那一座座山；江，还是那一条碧绿的江。
只是人们的生存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传统“靠山吃
山”的旧思想，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感召
下被赋予绿色新内涵。

“我们全力为产业转型护航。”联盟村党支部书记
张春华表示，村委会正着力争取政策支持、技术帮扶与
市场对接，为村民打响“甜蜜品牌”，消除后顾之忧。

从江面渔火到橙林蜂鸣，从收网上岸到逐花酿蜜，
一个个蜂箱静卧于乌江岸边的万亩花海。这里酿出的
何止是橙花蜜的甘醇！更是无数如张玉先的上岸渔
民，以双手在绿水青山间写下的崭新生活答卷。

梵净山上，游人如织……
梵净山下，农家乐、民宿生意火

爆……
近郊游、采摘游，接踵摩肩……
巍巍梵净山下、悠悠邛江河畔，“旅

游+文化”“旅游+体育”融合发展的热潮
在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1969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澎湃涌动，散发着奋进的
气息。

以赛聚“友”
提高旅游知名度

“三二一，开跑……”
今年 5月，“梵净西游记·印江有好

戏”2025年第一届梵净山西线“登山见未
来”在印江紫薇镇举行。

来自五湖四海的 1500余名选手在
茂密的森林里，弯曲的赛道上激情奔跑，
绿水青山间，一幅人在画中游的优美画
卷在梵净山西麓豁然展开。

以 2小时 35分 44秒获得长征组冠
军的赵虎感慨：“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赛道设在 5A级景区，景点较多、风景优
美，不虚此行。”

“这是个美丽的地方，参加这次登高
赛，更像是一场完美旅行。”来自巴西的
参赛选手斯科特·鲍曼说。

此次登高赛，团龙、大园址、豆凑林
等村民宿、农家乐生意火爆，该县的生态
食品、饮品、药品也“齐聚”梵净山下，为
游客、选手提供了一场舌尖“之旅”和购
物体验。

“活动期间，旅游收入突破 100 万
元。”该县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印江秉持着“以赛促健、以
赛促文、以赛促旅、以赛促产、以赛促销”

的理念，举办了全国“梵净山杯”气排球
邀请赛；2023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暨
环梵净山公路自行车赛（木黄站）；2024
铜仁市职工群众羽毛球赛；武陵山片区
第六届门球联谊赛等多项体育赛事，为
印江文旅体融合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以文会“友”
让文化赋予旅游内涵

钱杆魂、高台狮子灯、方言小品、情
景歌舞……村村参与，从“看热闹”到“唱
主角”。在印江文昌广场，每月两次精彩
的打擂之战人海如潮。洋溪表演群众卢
方猛乐呵呵地说：“我不仅是‘村戏’的参
与者，也是‘村戏’的忠实粉丝，‘抛梁’这
个节目中的木房就是我亲自做的，这个
舞台让我们群众有了展现自己的机会，
也让更多人看见印江的精彩。”

通过政府搭台、村民唱戏，创新“村
戏”PK大擂台，搭建起“村级排练、乡镇组
队、县城展演”的三级联动体系，各乡镇
纷纷组队比拼，实现“老戏”新唱，以创新
形式传承发展本地文化，丰富群众精神
生活，更助力文旅产业发展。

在印江，马马灯、傩戏、金钱杆、花灯
等丰富的民间民俗及非遗项目，为“村
戏”火出圈提供了文化底蕴。

“村戏”目前已举办了9期，全网发布
10000+条短视频，播放量7.1亿次，话题
浏览量 5.8亿次，现场参与人数10万人
次以上。

“今年3月以来，通过‘村戏’平台，不
仅拓宽了产品销售渠道，还大大提升了
品牌名气。”红色木黄酒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彭江涛介绍，通过白酒联动促销活动，
以及在每期“村戏”现场的村货集市，创

新推动商文旅深度融合，逐渐形成“看村
戏、品美酒、享民俗”沉浸式消费体验空
间。该公司的红色木黄酒、梵台酒、将军
令等产品，成功借助赛事流量转化为消
费增量，走俏市场。

以“村戏”为纽带，整合非遗展演、节
庆消费，村货集市、电商经济等业态，打
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纵深推进文旅促
消费系列活动。据统计，贵州“村戏”举
办期间，该县批发零售业增速 32.8%，餐
饮业增速27.1%，住宿业增速15%。

该县还积极推进文化场馆和文化项
目建设，加快书法文化产业园、观音沟民
族文化产业园、非遗项目体验园、傩文化
展示馆“三园一馆”的建设进度，建成非
遗体验馆，观音沟非遗项目产业园，对合
水兴旺生态博物馆进行提级改造，推进
团龙传统村落等项目，在景点开发的同
时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

以“舒适”留友
打造旅游向往地

从印江县城出发，沿着 G352国道一
路向东，朗溪镇石漠化公园，合水镇蔡伦
古法造纸博物馆，木黄红二、红六军团会
师纪念馆、纪念碑、会师柏，紫薇镇的千
年紫薇树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团龙村等一一分布，近郊游、采摘
游、文化游、红色游、康养游串珠成链、步
步皆景。

近年来，印江围绕“国发2号文件”精
神，立足生态、文化等资源优势，在紫薇
集镇谋划了集温泉酒店、高端民宿、商
业、疗休养于一体的“梵净山西线梵心疗
愈产业旅游度假区”，给更多游客提供旅
游、康养舒适地。

古色古香的吊脚楼、灵秀的小桥、石
砌小道、各色油纸伞，长桌宴、打糍粑、篝
火晚会，梵净山西线一年四季美如诗画。

“住在民宿里，目之所及全是风景，
清晨在鸟语中醒来，呼吸着清新的空
气。品尝土家美食后，畅游景点，晚上众
人围起篝火跳一场酣畅淋漓的土家摆手
舞，别提有多惬意了。”上海游客黄霞说。

为满足游客多样化的旅游需求，印
江还开发了一系列乡村旅游基地。打造
了近郊游、采摘游、生态游精品线路，深
受市民、游客青睐。“位于城郊的大圣墩·
映美湖景区，2024年接待游客 23万余人
次，旅游收入471万元。”大圣墩·映美湖
景区总经理袁玉介绍。

目前，印江已成功打造特色乡村旅
游点 90余个，2023年新增市级重点乡村
旅游村镇4个。

在提升游客体验方面，印江也下足
功夫。在重要节假日推出丰富多彩的文
旅活动，同时不断提升公路通行服务能
力，开通县城至梵净山西大门的交通换
乘“零距离”接驳车服务，以及梵净山东
西线客运专线，让游客的旅行更加便捷、
舒适。

“印江是一个来了不想走，去了还想
来的地方。”上海游客陈亮说。

“这里的群众真的很热情，主动帮我
们带路，讲解这里的民族风情，真的不虚
此行。”来自重庆的游客徐凤参加完登高
赛感慨地说。

印江立足资源禀赋，聚焦梵净山西
线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和人文文化，大
力推进旅游项目建设，不断完善旅游基
础设施和配套设施，推动文、体旅和康旅
融合发展。

本报讯（艾昌春 宋安念） 眼下正是水稻生长的
“黄金期”，田间需水量也迎来全年峰值。为保障农田
灌溉“命脉”畅通，让水稻“喝饱水”，万山区以水利惠民
为抓手，科学调度水资源，加速推进水利设施建设，全
方位筑牢水稻灌溉安全屏障，为秋粮丰收、粮食稳产夯
实根基。

在茶店街道白岩村渠道维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
朝天的景象。1200米的灌溉渠修建工作正如火如荼
开展，工人们穿梭忙碌，运送砂石、搭建模板、拆除模
具、钻孔开沟，各项工序有条不紊。目前，已有 750米
灌溉渠初具规模。

“我们正抢抓工期，预计7月底就能全部完工。建
成后，王坡组 350余亩田地的灌溉用水将得到充分保
障。”项目负责人唐飞说。

在鱼塘乡吊井水库周边，万山区水务局工作人员
与水库管理员组成巡查小队，深入田间地头，仔细查看
水库蓄水情况，排查用水隐患，同时密切关注水稻长势
和供水动态。他们根据实际需求，科学调配水资源，确
保每一滴水都能精准“落田”，保障灌溉系统高效运行。

万山区水务局水利建设站站长张济川表示，自
2024年起，万山紧扣农业发展需求，大力推进水利基础
设施升级改造。吊井灌区、九龙灌区改造等项目相继
落地，累计新建渠道及管道 86公里，维修渠道 2.3公
里。加强日常管护巡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放水供水，
目前已能稳定保障全区 5.6万余亩中型灌区耕地的灌
溉需求。

水利工程建设成效显著，曾经“靠天吃饭”的困境
得到有效缓解，稻作区灌溉保障率大幅提升。“现在家
门口的田再也不用担心没水灌溉了，有了充足的水源，
丰收就有盼头！”鱼塘乡槐花村种植户李政保看着自家
长势良好的稻田，满脸喜悦。

当下，万山区持续加码水利惠民工程，完善监测预
警体系，优化水资源调度方案。同时，全力提升水库、
山塘蓄水能力，全区43座蓄水水库（水电站）严格遵循

“应蓄尽蓄”原则，为水稻生长关键期用水提供坚实保
障，用“水利之力”牢牢守护粮食安全底线。

万山43座水库
为水稻“供水护航”

本报讯（刘汉滨） 街路地名标志是城市的“指南
针”，也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思南城市建
设快速发展，县城部分区域曾存在“有路无名”“有名无
标”现象，给群众生活带来不便。近日，思南县民政局
聚焦民生需求，在城北社区金丰市场、江岸名都城北大
道及温泉大道等区域新增20条街路巷名称，并同步设
立34块规范美观的地名标识牌，既解决了群众出行寻
址难题，也为城市注入了更深厚的文化内涵。

此次新增的16条街名包括金丰路、航道路、杏林
路、县信合路、江洲一至四路、临江路、乌杨路等，4条巷
名为星月巷、三桥巷、尊龙巷、北门巷。这些名称严格
遵循“好找好记、便于管理”的原则，采用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避免生僻字，且不涉及人名、企业名称或商标，既
贴合城市功能布局，又融入了地方历史文化元素，彰显
着思南的独特气质。

此次规范命名与标识牌设立，不仅让大街小巷的
“文化血脉”更加清晰，也通过统一美观的设计元素，提
升了城市形象与品位，让每一条道路都能串联历史与
当下，连接生活与回忆。

思南20条街路巷
有了“新名字”

本报讯（吕小清 王超 吴剑 陈超） 7
月13日，2025第二届环石阡古温泉自行
车赛暨铜仁市第五届运动会自行车赛在
石阡县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 400
余名自行车爱好者沿石阡古温泉赛道竞
逐，在速度与激情中感受“温泉之城”的
独特魅力。这场赛事不仅是体育竞技的
舞台，更成为激活石阡文旅消费的“强引
擎”，推动“体育+文旅”融合发展再上新
台阶。

发令枪响后，选手们如离弦之箭冲
出起点，加速、超越、冲刺的身影穿梭在
城市街道与温泉景区之间，成为一道流
动的风景线。赛道旁，游客与市民驻足

呐喊，用掌声与欢呼为骑手助威，现场氛
围热烈。

本次赛事设置丰富组别，涵盖男子
公路精英组、男子山地公开组、女子山地
公开组、市运会竞技组等，满足不同水平
选手的参赛需求。7公里的赛道沿石阡
古温泉景区蜿蜒展开，串联起热气氤氲
的古温泉、古色古香的传统建筑和绿意
盎然的生态廊道。选手们飞驰途中，既
能体验竞技乐趣，又能沉浸式领略“中国
温泉之乡”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

为保障比赛顺利进行，赛事组委会
在各个方面都做了精心的安排。赛事配
备维修、救护、补水等保障，满足自行车

赛前、赛中、赛后的各类需求，同时还组
织了大量赛事保障人员分布在各个关键
位置，共同维持秩序、引导选手，为参赛
选手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服务。

经过数小时角逐，各组别冠、亚、季
军悉数产生。来自碧江区的选手李浩涛
凭借出色的体能和战术，在冲刺阶段脱
颖而出，成功夺得市运会群众组男子甲
组冠军。

赛事带来的文旅效应立竿见影。
据统计，比赛期间石阡周边酒店入住率
较平日增长 9.05%，古温泉景区、仙人街
景区接待量同比提升10%，黄水粑、苔茶
等特色产品畅销售卖，有效带动旅游综

合收入约 500万元。不少外地选手及家
属赛后延长行程，深度体验温泉康养、
景区探访等项目，“赛事流量”转化为

“消费增量”。
近年来，石阡县深耕体育事业，以赛

事为纽带，将生态、旅游、文化资源有机
串联。此次自行车赛的成功举办，正是
石阡“体育+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
践。赛事依托当地丰富的生态禀赋与文
旅资源，为骑行爱好者奉上了一场高水
准的骑行盛会，同时这场赛事也成了外
界了解石阡的关键纽带，更为文体旅产
业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石阡自行车赛让“体育+文旅”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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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2016年以来，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利用红外相机监测，首
次发现了黔金丝猴的夜间活动行为，也
首次证明了非人灵长类动物在夜间活动
这一现象；利用无人机热成像镜头首次
拍摄到黔金丝猴夜间活动视频，首次监
测到黔金丝猴集群采食、林间过夜等行
为，收集了大量黔金丝猴集体活动的视
频资料，为研究黔金丝猴积累了十分宝
贵的资料。

摸清资源家底，拓展生存空间。
为确保黔金丝猴种群持续健康增长、栖

息地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提高，贵州通过
人退、林进等方式，拓展黔金丝猴栖息
地，减少人为活动对黔金丝猴生存的
干扰。

2018年，贵州实施生态移民搬迁，保
护区核心区 200余户原住民整体搬迁。
2021年以来，当地赎买人工商品林林地
9920亩。

为破解黔金丝猴生存空间破碎问
题，贵州根据梵净山区域山脉、河流、道
路等特点，通过科学评估论证，采取自然
修复与人工促进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廊
道建设。

目前，梵净山区域共建设动物廊道7
座，通过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修复工程修建生态廊道7座，有效促进了
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印江洋溪省
级自然保护区、松桃天马寺林场3个自然
保护地连通，拓宽黔金丝猴等野生动物
生存空间295平方公里。

今年，黔金丝猴将在江口县太平镇
梵净山村熊家坝迎来一个“新家”。

2023年 7月，铜仁设立梵净山黔金
丝猴研究中心，并明确研究中心在黔金
丝猴人工饲养、繁育、遗传等方面的科学
研究职能职责。2023年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林草局支持中央财政项目资金
4682万元建设梵净山黔金丝猴国家保护
研究中心，基地集繁育、驯化、科普为一
体。目前，项目已基本完成建设。

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围绕强化
黔金丝猴迁地繁育研究、汇聚智力资源、
培养专业人才、展示自然科普和对外交
流合作等方面，全面推进黔金丝猴拯救
保护工作，为美丽贵州增绿添彩。

贵州：为黔金丝猴打造“安居工程”

以“文”铸魂 以“赛”促旅

印江文旅融合正蓬勃发展
张玉莲

7 月10 日，万山区
谢桥街道石竹社区的
苦瓜种植大棚里琳琅
满目。菜农伍仕蓉正
带着家人采摘苦瓜。
今年她家种了 16 亩大
棚苦瓜，早熟部分于 5
月中旬已抢鲜上市，卖
出了好价钱。到目前
为止，已陆续采收销售
了1万多公斤，可持续
采收到国庆节前后。

特约记者 蒲召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