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 月 1 日， 由农业农村

部帮扶司指导、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

心承办的 “2024 乡村工匠直播宣推

活动” 走进花溪区青岩古镇。

活动现场，来自全省各地的 16

位乡村工匠带来了刺绣印染、纺织

服 饰 、刻 彩 绘 、 金 属 锻 铸 、 陶 瓷 烧

造 、漆器髹饰、食品制作等各种各

样的手工技艺。 主持人带领全国网

友在秀美贵州的独特魅力中，深入

挖 掘 这些 精美 作品 背 后的 文化 精

髓和增收故事， 探索乡村技艺、弘

扬工匠精神，云体验指尖上的传统

文化。

据悉 ，本次直播是“2024 乡村

工匠直播宣推活动” 的第四场，同

步在乡村工匠、 中国三农发布、农

视网、三农头条矩阵、微信视频号、

抖音、快手、新浪微博 、百度 、新浪

新闻、 知乎等 30 多个账号及平台

全网直播。

近年来，贵阳贵安“三农” 系统

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以乡情为纽带，

以发展为目标， 不断建立完善乡村

工匠培育机制。 截至目前，培育全国

首批乡村工匠名师 1 名、 省级乡村

工匠名师 86 名、 市级乡村工匠 665

名， 正努力打造一支数量足、 素质

好、结构优的农业农村人才队伍 ，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人才

保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佳旭）

“2024 乡村工匠直播宣推活动”

走进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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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飘香世界

初秋，黄昏。

晚霞金黄，新月如钩。

“村 BA” 的发源地台江县台盘村，万

人品鉴酸汤的活动大幕才起，西红柿发酵、

木姜子调味的酸汤，在中火的舔舐下，由温

和而翻滚。 香气，在山岭田野中回荡。

拈上一筷子鱼、肉，放进酸汤里，煮熟后

大快朵颐。 不久，蛋白质、氨基酸转化为肌

肉能量，为即将开赛的“村 BA” 积蓄力量。

200公里外的省城贵阳，老凯俚酸汤鱼

的 10 余家门店，游客爆满。 店堂内热气腾

腾、香气扑鼻。 贵厨酸汤牛肉的 20 余家门

店，吃货“人从众” ，大家心中的热度，是喝

上一口酸汤。

2000公里外的中原郑州， 海底捞的贵

州酸汤锅底，成了当地“吃货” 的火锅新

宠，他们知道“万物皆可酸” 的黔味吃法

后，就把自己的胃，交给这种来自贵州的神

奇原料。

万里之外的西班牙马德里皇宫旁，一

家“贵州酸汤鱼” 的招牌熠熠生辉；柬埔寨

金边机场的大门，面对一家“贵州酸汤鱼”

的硕大门头……

苗家传承千年的酸汤，在新的时代，成

为文旅消费市场的“新贵” ，也成为乡村振

兴的最新助力器。

美团、大众点评数据显示，今年夏天，

贵州省火锅品类堂食订单量同比增幅位居

全国第一，成为今夏火锅消费的“黑马” ，

贵州酸汤，日渐成为一张飘香中国、飘香世

界的新名片。

02海底捞

海底捞，全国拥有 1300多家门店。

怎样为全国“吃货” 们寻找到又一款

适合全民口味的锅底？ 海底捞产品团队的

设想，2023 年在雷山县找到答案———雷山

鱼酱酸，其制作技艺，在 2019 年入选贵州

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

产品团队对雷山鱼酱酸进行口味微

调，根据酸度、辣度的不同，制定出多档出

品标准，使其更适合全民口味。

2024年 6月，雷山鱼酱酸酸汤锅底，在

海底捞 1300多家店上市。

7 月 15 日， 中国 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

策适用口岸扩大至 37 个，中国入境游热度

再度攀升。

海底捞上海人民广场店，近期周末每天

接待 30多桌韩国、美国、英国的“吃货” ，三

分之一的“吃货”选择尝试贵州雷山酸汤锅。

不仅有味蕾体验， 海底捞也将贵州风

情主题巡演带到贵阳、北京、上海、广州四

地门店中，吸引中外“吃货” 一站式体验民

俗文化。 悠扬婉转的芦笙表演、热情豪爽的

“高山流水” 敬酒表演，让中外“吃货” 感

受到贵州少数民族的风情。

来自韩国的小伙表示， 吃了海底捞雷

山红酸汤锅底，感觉口味很新奇，希望有机

会到贵州深度游玩。

雷山鱼酱酸锅底深受北京、 广州、上

海、昆明等城市“吃货” 的喜爱。 在美食林

立的广州，海底捞北京路店酸汤锅底自售

卖以来，深受食客喜爱，售卖量已经超过

5000 份。 7 月份， 食客纷纷前往昆明追寻

野生菌美味，海底捞彩云南路店，超三成

顾客选择了这一款集独特酸辣鲜香为一

体的新品锅底。 “吃货” 纷纷评价：“酸汤

真的绝了，特有的木姜子很开胃，唤醒味

蕾。 ”

不只在国内， 海底捞还把视野放到国

外。海底捞在北美、东南亚、东亚等拥有 110

多家海外门店，其计划运用全球门店渠道，

把贵州酸汤锅底带到更多的国家， 让世界

认识贵州秘境的人间烟火。

尤其是海底捞在东南亚有 70 余家店，

那里的“吃货” 喜欢冬阴功汤的口味，贵州

酸汤锅底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

03老凯俚酸汤鱼

这个暑期， 比天气更热的是老凯俚酸

汤鱼的 10余家门店。

全国各地的“吃货” 来贵阳旅游，

在苗家建筑风格的老凯俚酸汤鱼店打

卡、大快朵颐。

一锅酸汤抬上来，上面漂浮的沫状物

质，证明老凯俚酸汤的正宗———只有西红

柿发酵后酿成的酸汤， 才会出现这个状

态，而且从头煮到尾，整锅酸汤都是鲜亮

的红色。

从 1994 年开第一家酸汤鱼店，老凯俚

就坚持采用最正宗的植物发酵而成的酸

汤，为“吃货” 提供美食享受，所以，“一辈

子只为做好一坛酸汤一条鱼” ，是老凯俚的

初心使命，也是它走向百年老店的基石。

鱼与酸汤在中火的作用下， 达到完美

的融合，酸汤浸入鱼的每一寸肌理。 酸汤的

灵魂是木姜子，去腥、调味，把酸汤变得温

和、浓稠，一统南北味蕾。

在 31 年的开店历程中，老凯俚酸汤鱼

在贵阳已经形成重要的文旅意义。 让中国

和世界了解苗族文化， 这是老凯俚酸汤鱼

10余个店责无旁贷的使命。

芦笙吹响苗家音乐，“苗迪”蹦起来！

瞬间， 老凯俚酸汤鱼店成了夏日星空下最

闪亮的夜场。 省内外的“吃货” ，无不被这

狂放的热情撩拨起心弦， 跟着苗家盛装的

服务员，一起“嗨” 。

不只是 “高山流水” ，“凯里公文包”

等节目接连不断， 以苗家文化为出发点的

老凯俚酸汤鱼，把整个苗家文化搬上饭局。

全力以赴，活力四射！ 传播贵州，走向

世界！

那一锅热辣滚烫的酸汤， 是中国乃至

世界各地人们了解贵州的介质。

04贵厨酸汤牛肉

贵厨酸汤牛肉， 是近年来在贵阳涌出

的一匹酸汤“黑马” 。

今年 6 月，贵厨酸汤牛肉小十字店，把

营业时间延长到凌晨 2 点， 这在贵阳是少

有的晚餐加宵夜。 因为小十字周边，在市、

区政府的打造下， 有网红街民生路、 护国

路、南横街、富水路等。 每天，这里人头攒

动，车水马龙，贵厨酸汤牛肉想为南来北往

的“吃货”提供更好的体验。

贵厨在贵阳各个闹市区开了 20 多家

门店，通过美团、大众点评，让贵阳人和

更多前来贵阳旅游的“吃货” 熟知、接受

这一品牌。

贵厨的付出，得到回报：连续多年登上

大众点评“必吃榜”———这是一个靠 “吃

货”们一口一口“吃”出来的榜单。

在贵厨酸汤牛肉店里，从旺火煮得滚

开的砂锅中，舀上一碗酸汤，浓郁的香味，

和黔东南的酸汤有区别。

黔东南海拔低于贵阳，气温高，一碗清

淡的酸汤，解暑去乏、增添食欲。 贵阳海拔

高于黔东南，面对爽爽清凉的气候，多几分

油气，是身体的需要。

一碗酸汤，蕴藏地理环境的辩证思考，

足以见良苦用心。

05风味原产地

贵州酸汤，很奇妙。

在时间与空气的交融里， 不断发酵的

野生西红柿，不只是改变了最初的形状，它

吸收进的微生物， 加速自己形成对人体有

益的成分。

贵州酸汤在走向中国、 走向世界的过

程中，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产业链。

海底捞与雷山县当地企业达成合作，

初步敲定超 300 吨鱼酱酸的收购订单，而

这也是合作企业鱼酱酸年产量的三分之

一，为企业解决销售端后顾之忧、持续扩大

产能提供了信心和底气。

老凯俚酸汤鱼，秉持“当地食材、当季

味道”的初心，寻遍贵州各地，把最新鲜、最

地道的风味，奉献在“吃货” 们的桌子上，

接受每一名“刁嘴”食客的检阅。

贵厨酸汤牛肉要保证酸汤的地道，专

门到雷山县千户苗寨旁的一个小山村，采

摘野生西红柿， 秉承先祖千百年流传下来

的工艺，捣碎、腌制、装坛、发酵。 这个暑期，

贵厨单个门店平均每天接待游客约 600 人

次，酸汤每天要消耗 500公斤左右。

每一滴酸汤、每一颗木姜子、每一根辣

椒都来自贵州广袤农村的风味原产地。 因

为，离开了那片土地，味道迥然不同。

无论是海底捞， 还是老凯俚， 或是贵

厨， 每一家贵州酸汤店的背后都是以贵州

农人和贵州农产品作为支撑。

今年以来， 全国以酸汤火锅为主题的

美团团购订单量较去年增长超 7 倍， 提供

相关菜品团购的餐饮门店数增长超 4 倍。

大众点评上搜索“贵州酸汤火锅” 的关键

词搜索量同比增长超 20 倍，年轻食客打卡

完后还会留下体验感受， 相关笔记评价增

长近 30倍。

酸汤火锅的“名扬天下” 叠加贵州旅

游热， 大大带动了贵州火锅市场的发展，

美团、大众点评数据显示，今年夏天，贵州

省火锅品类堂食订单量同比增幅位居全

国第一， 成为今夏火锅消费 “黑马” ，其

中，异地消费者贡献的贵州火锅订单量增

长超 130%。

贵州酸汤在飘香全国、 飘香世界的

时候， 每一个勤劳的人都是让它飘香的

“贵人” 。

农文旅深度融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贵州走出一条新路。

是它，贵州又一张飘香世界的名片

今年暑期，贵州酸汤堂食订单量增幅全国第一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田坚 / 文 海底捞、老凯俚酸汤鱼 /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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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位于花溪区高坡乡北部的街

上村建成本村的村史馆。 在这个小小的

村史馆里，长长的村寨历史一览无余。

街上村最早的历史可追溯至元代，

那时，街上村村境先后为茶山长官司、百

纳长官司管辖。

明代，洪武四年（1371 年），街上村

村境分别为贵州卫后千户所第八百户、

中曹长官司、茶山白纳长官司管辖；天顺

三年（1459 年），高坡苗族首领干把珠等

起义，街上村摆桑等村寨苗族参加战斗。

清代，雍正五年（1727 年），街上村

村境改归贵阳府亲辖， 为清代贵阳府十

塘汛之一，有高坡场集。

1914 年，高坡片区改为高坡镇，高坡

街改为保。1933 年，高坡小学在街上村创

立。1935 年 4 月 9 日,中央红军长征来到

街上村。1936 年 4 月初，时任中共贵州省

工委交通特派员的徐健生同志在高坡小

学隐蔽活动；爱国华侨胡文虎、胡文豹兄

弟捐资修建高坡小学校舍。

1949 年 11 月 17 日， 街上村迎来解

放。 1950 年,贵筑县人民政府将高坡场改

为街上村， 这是街上村成为行政村的开

端。 1956 年，街上村随高坡乡划入黔南州

惠水县， 直至 1961 年 3 月划回花溪区管

辖。 1963 年 3 月，红军战士遗骨移葬至现

在的高坡乡公安派出所后院小石山脚。

1983 年，贵阳市人民政府公布街上村“高

坡红军标语” 为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2019 年， 贵阳市人民政府公布街上村高

坡红军居住地为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2021 年， 街上村建设完成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兵临贵阳展示园高坡段；贵阳市人民

政府公布街上村花溪红军长征历史步道

为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2023 年，街上村

被中央组织部批准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

建设试点， 入选 “贵阳市乡村旅游重点

村” 。 2024 年，完成红色美丽乡村试点建

设工作。

街上村至今依然完好保存着红军标

语漫画、红军居住地、红军牺牲地、红军

长征历史步道等遗迹遗址， 流传着众多

军民鱼水情深的红色故事。

随着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建设的纵深

推进， 街上村这片红色沃土按下振兴

“快进键” ，跑出发展“加速度” ，美丽的

乡村风光引得参观者纷至沓来， 不仅让

红色精神得以传承传播， 村容村貌也焕

然一新，村民幸福感大幅提升，产业发展

势头喜人。

“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建设，完善了村

里的基础设施，提升了人居环境，红色资

源也得到进一步挖掘推广， 街上村的知

名度持续提升，发展活力进一步凸显。 ”

街上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伦说，

试点建设一期项目包括红色传承、 基础

设施提升、人居环境整治、文史宣传四个

类别共 16 个重点项目。

建成两个广场、 村史馆、 柏油路、

六方井茶馆、 环行步道、 生态停车场，

完成雨污分流、 弱电入地、 强电改线，

提升改造红军标语，实施 200 余栋宜居

农房建设……一项项工程 、 一件件实

事，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让村容村貌

换新颜。

一直以来，黑毛猪、小茨菇、红米被

称为“高坡三宝” ，而街上村正是红米的

主要产地之一。 目前，街上村红米种植规

模已扩大至 800 余亩，村里客流量激增，

带动了红米等农特产品销售。 此外，借着

打造红色美丽村庄的东风， 村里新修了

集研学、 培训等功能于一体的红色大讲

堂，同时打造的集长征文化主题展示、农

文旅融合、红色教育、民俗文化为一体的

红色研学目的地已具雏形， 迎来农旅产

业大发展、文化旅游大繁荣、生态旅游大

提档、乡村面貌大变样、农民收入大提升

的新机遇。

红色村庄，绿色发展，金色收获。 街

上村必能抓住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建设契

机，通过持续加强村域范围内业态布局，

积极发展红色研学、 农业观光、 红色旅

居、特色农产品开发等产业，不断提升接

待服务水平， 推动村集体和村民实现双

增收，让这抹红色在山水之间更加美丽、

耀眼、持久。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春明 文 / 图

花溪区高坡乡街上村———

红色美丽村庄涌动红色能量

本报讯 近日， 贵州首个城市

核心圈供电高可靠性示范区———贵

阳南明区核心圈高可靠性示范区顺

利通过验收。 该示范区为解决中心

城区供电保障“老问题 ” 形成了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配电网高质

量发展做出了贵阳实践。

南方 电网 公司 新型 电 力系 统

验收专家组考察了“储能 + ” 重要

客户高可靠性示范点 、“伏羲中国

芯 + 毫秒自愈 ” 示范点 、全国首个

电鸿配电房 ，认为贵阳供电局完成

了完善网架结构、提升自动化实用

化水平等 8 项重点任务 ，以及供电

可靠性 、 智能配电台区覆盖率等 8

项关键指标， 认定包括青云市集 、

花果园社区 部分 区域 等 在内 总面

积 1 . 8 平方公里 、用户超 5 万人的

贵阳南明区 核心 圈 高可 靠性 示范

区通过验收。

据介绍 ， 贵阳南明区核心圈高

可靠性示范区内 7 条 10 千伏供电

线路均已建立自愈馈线组 ，保证故

障发生提前感知，故障发生后迅速

隔离 。 整个项目实现配电自动化、

数字化 、智能化 ，确保电力供应的

稳定性和可靠性 ，降低大面积停电

风险 ，提高电网预防和抵御事故风

险的能力。

（杨志坚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静）

贵州首个城市核心圈供电高可靠性示范区

通过验收

贵阳贵安乡村文化资源丰富，各类特色村落分布点多面广、类型丰富多彩。 新时代以来，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带动下，全市村寨整体

面貌一新。 这些村寨深刻展示了贵阳贵安的发展巨变，深层记录了黔中大地丰富的多彩文化，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满满的乡愁和时代的变迁。

开展村史村事征集和宣传报道，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

赓续农耕文明、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之举，是统筹推进农村“两个文明” 建设、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有力之策，是留住乡愁、更好推动“四

在农家·和美乡村” 建设的创新之方。今日起，本报开设“乡愁印迹———贵阳贵安村史村事” 栏目，整理记录贵阳贵安乡村历史，充分挖掘利用乡村历史

记忆和乡村振兴实践成果，助力我市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为文化贵阳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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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市水务管理局

获悉， 红枫湖至花溪水库连通工程 8

月 28 日开工，工期 36 个月，总投资

15.11 亿元。

该工程横跨贵安新区、 花溪区、

清镇市，是我省首个采用盾构技术的

水利输水工程，输水线路总长 19.98

公里，以隧洞联通 ，两个标段同步实

施，建成后将发挥水资源调配、应急

供水保障、 补充生态用水等作用，为

“强省会” 行动提供更加坚实的水安

全保障。

作为《贵州省水利发展“十四五”

规划》 中明确的引提水和连通工程之

一， 红枫湖至花溪水库连通工程对保

障贵阳南部及东部城区供水安全、提

高区域水资源配置能力、 改善生态及

水环境状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

人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红枫湖至花溪水库连通工程开工

系贵州首个采用盾构技术的水利输水工程

街上村至今依然完好保存着红军标语等红色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