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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遍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贵州。近

年来，贵州旅游屡屡“井喷”，“村”品牌

蓬勃而出，文旅体加速融合，一场场“破

界”实践重塑“多彩”新形象，以“独树一

帜”的姿态向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迈进。

“村”字头：从扎根乡土到浸润心田
“少小边州惯放狂，骣骑蕃马射黄

羊。”14 岁的水族少年路耀淞躬身伏在

没有马鞍的马背上，目光坚毅朝前，和他

的坐骑“哪吒”如离弓的箭矢激射而出。

这不是唐代诗人令狐楚《少年行》的

边塞，而是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村

马”赛场。路耀淞身后尘土飞扬，四周游

客呼声震天。

男 儿 擅 骣 骑 ，妇 女 以 马 尾 入 绣 。

马文化源远流长的水族群众，每到传

统“ 端 节 ”都 要 举 办“ 端 坡 赛 马 ”。

2023 年以来，三都县以“国际标准+民

族 特 色 ”重 塑 赛 事 体 系 ，“ 村 马 ”比 赛

场 均 吸 引 游 客 2 万 余 人 ，最 高 单 月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超 4 亿 元 ，让 传 统 民 俗 破

圈而出。

“村马”“村超”“村 BA”“村 T”“村

晚”……这些源于群众生活日常、根植

民族传统习俗的“村”系列，一出圈即

惊艳世人，成为贵州文旅体融合的强

劲动力。

在三都县比邻的榕江县，“村超”

作为现象级的文旅体融合新模式持续

火爆。

2023 年，小吃店主董永恒代表忠诚

村足球队出战，凭借 13 轮比赛打入 15 粒

进球的表现，荣膺“村超”射手王。现在

的他转型成为足球运动员，还跟队友合

伙新开了一家“村超”美食餐馆，主推牛

瘪、稻花鱼等地方特色美食。

“村超”改写了许多普通人的人生，

也给贵州省榕江县带来了“泼天流量”。

自 2023 年开赛以来，全网刷屏数百亿

次、吸引游客 170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

入 200 亿元。游客慕名而来，有的为了

看一场足球，有的为了感受“超级星期

舞”“全民 K 歌”的氛围，有的就为到美食

街大快朵颐。

今年 3 月底，来自贵州大山的 45 个

孩子，身穿融合苗绣、侗布、银饰等少数

民族非遗元素的服装，走上中国国际时

装周的 T 台。古朴与时尚的碰撞，行走

的文化密码，让更多人认识贵州“村 T”

背后的民族文化。

贵州人习以为常的文化元素，悄然

成为游客追捧的“村”字头流量密码。

“‘文化平等对话’的自然交流场域，

打破了许多人对贵州乡村‘落后封闭’的

刻板印象。”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

中心主任范红认为，贵州“村”字头赛事

活动和文化品牌展现出了乡村振兴的活

力与创造力。

“加”字诀：从简单拼盘到深度融合
“捣珠崩玉，飞沫反涌，如烟雾腾空，

势甚雄厉”，这是自由行“鼻祖”徐霞客

眼中的黄果树瀑布。全息投影、激光矩

阵、雾森系统，如今的游客可以看到科技

感十足的黄果树瀑布。

作为经典电视剧《西游记》中师徒

四人牵马跋涉的取景地，黄果树瀑布的

陡 坡 塘 景 区 承 载 着 一 代 人 的 荧 屏 记

忆。“夜游黄果树”《再回西游》项目，依

托山体、水幕、密林等自然景观，结合先

进技术，将游客带入神话与现实交错的

平行时空。

“夜游不是简单的灯光秀，而是科技

赋能文旅，给风景名胜装上芯片。”贵州

安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说，新项

目对住宿业和相关文创产品拉动效益明

显，2024 年安顺市接待过夜游客超 1300

万人次，较上年增长约 20%。

在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从空中

俯瞰，一条嵌入大地的“红飘带”格外醒

目，这便是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

《红飘带·伟大征程》和《红飘带·

多彩飞越》演出，借助全息影像、虚拟

现实、人工智能、三维声场等技术，让

游客沉浸式感受红军长征历史、感悟

长征精神，以全新视角打开红色故事

和贵州山水。

“科技+传统”“赛事+旅游”“节庆+

运动”……贵州各地在“加”字诀中寻找

“新生”。通过非遗新表达、赛事新玩

法、场景新呈现丰富旅游业态，实现从简

单观光游到深度体验游的转变。今年前

两个月，贵州接待海内外游客 1.03 亿人

次，同比增长 7.9%，其中入境过夜游客同

比增长 92.3%。

“就像把酸汤、豆腐和蘸水分开摆是

三道菜，煮成火锅就是一桌席。”黔南州

贵定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县体育局）副

局长尹茹双说。

一些受访的业界专家认为，目前贵

州旅游表现为“一切皆可加”。

以桥梁旅游为例，一座座世界级高

桥构筑了贵州的“高速平原”，也带来了

别样的风景线：游客可以在坝陵河大桥

云端漫步，在平塘悬崖酒店观“天空之

桥”，不久还可以在世界第一高桥——花

江峡谷大桥蹦极、攀岩，“世界桥梁博物

馆”正成为“世界桥梁旅游地”。

伴随着“中国天眼”的声名远播，

国内外游客蜂拥而来。距离“中国天

眼”8 公里的平塘县克度镇，曾是一个

贫瘠且封闭的山乡，如今已蜕变为“天

文小镇”。

天文体验馆、时光塔、天幕街、星际

家园、航龙湾、天文时光村……进入“天

文小镇”，就像是进入了一个“科幻”的

主题乐园，游客随时可以在这里来一次

“太空漫游”。2024 年，“天文小镇”共接

待游客 129.83 万人次。

“品”字法：从品牌升级到心生向往
来 自 四 川 成 都 的 李 渠 建 ，到 贵 州

后把网名改成“山野村夫”，在惠水县

的 一 片 石 林 上 建 起 一 座 叫“ 寂 村 ”的

民宿。

“大山的阻隔让贵州人生活节奏很

慢，在他们看来稀松平常的风景，却让外

人惊叹。”他说，每到夏天，一群追求安

逸的四川人会“占满”他的民宿，并且跟

附近的村民们一起钓鱼、煮火锅。

在 不 少 李 渠 建 这 样 的 从 业 者 看

来，吸引游客的不只是“爽爽的夏天”

“19℃ 的 清 凉 ”，更 是 这 片 土 地 上“ 自

在”的生活方式，“这在当下显得尤为

可贵”。

“自发”的品牌意识正在贵州遍地开

花：丹寨县龙泉镇卡拉村村民成立赛事

合作社，用“村 BA”门票收入将 12 栋传

统苗居改造成运动员民宿；毕节大方县

凤山乡店子村以篮球为主题打造“彝寨

球梦”民宿，房价从 120 元涨到了 268 元，

旺季要提前两周预订；遵义赤水河沿线

的酒厂纷纷建起酒庄，参与到“卖酒”向

“卖生活方式”的转变中，推动酱酒文化

与旅游跨界融合。

（下转 2 版）

从“相加”到“相融”：贵州文旅体融合的“破界”实践
新华社记者 齐健 李黔渝

在智能屏上输入尺寸数据，自动化

裁床便把布料裁切成生产所需的形状；

待制作的布料沿着导轨高速运转，根据

指令精准到达指定工位……近日，记者

走进位于贵安新区的贵州美鸿服饰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美鸿服饰）智能生产车

间，一幅智能制造图景跃然眼前。

“在智能流水生产线上，一件衬衣两

小时就能制成；一件羽绒服，早上制作，

下午就可以出成衣。”美鸿服饰总经理张

开云说，公司目前承接了上海东方国际、

安德玛、安踏等多个知名品牌的订单，通

过数字赋能，预计可年产成衣 80 万件。

美鸿服饰是一家现代化全智能服装

制造企业，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于

一体，拥有完善的生产体系、品控体系和

高效的运营管理。得益于贵阳大数据科

创城的“招落一体化”服务，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签约，签约 40 天就实现投产。

美鸿服饰的智能生产线占据了两层

厂房，包括设计、打版、裁剪、缝制、成衣

制成、熨烫、包装、出库等环节。其中，

一套好似“空中走廊”的智能吊挂系统引

人注目，只见一片片裁剪好的布料搭载

在“U”型传输线上，沿着轨道被精准分

配到不同工位。工人取下布料完成相应

工序后再挂回传输线，按动按钮就能自

动传输到下一工位，从裁片到成品一气

呵成。

张开云介绍，这套智能吊挂系统可

以按照设定的制作流程，串联起几十道

工序。“这样一来，不仅安全性有保证，

更提高了效率。我们生产线上不需要太

多人，只要确保每个生产环节有一个人

就可以了。”张开云说，依靠这套系统，

制衣工序全程不落地，都在轨道上进行，

不仅节约了制作时间，还极大地减少了

物料搬运、捆扎、传送的人力成本，一天

可以制作羽绒服约 1500 件、衬衣约 4000

件，生产效率提升 30%。

在一楼的智能充绒房内，自动充绒

机有序运转，机械臂精准抓取羽绒原料，

再通过管道注入衣片夹层，整个过程仅

需十几秒，一旁的显示屏上显示着设备

状况、充绒量、工艺标准等信息。

张开云介绍，相较于传统人工充绒，

智能设备的优势显著。人工充绒依赖工

人的经验，易受环境温度、湿度影响，羽

绒易结块、分布不均且粉尘较多，工人需

佩戴口罩长时间作业，产量较低。而自

动充绒机依托数字技术，不仅实现羽绒

分层均匀填充，还能根据款式自动调整

充绒克重，确保每件产品达到相应的工

艺标准。“我们 1 台自动充绒机搭载 4 个

充头，一个充头相当于 5 个人以上的工

作量。不仅充绒精准，还可以有效降低

粉尘排放。”张开云说。

从“制造”到“智造”，从“凭手感”到

“ 靠 智 能 ”，从“ 人 海 战 术 ”到“ 数 字 管

控”，贵州美鸿服饰有限公司的实践印

证了贵安新区“以数促实”的战略远见。

落户新区后，美鸿服饰坚守“就业

惠民”的社会责任，7000 平方米现代化

厂房一建成就优先吸纳周边居民就业，

创造就业岗位 300 余个，覆盖缝纫工、

质检员、技术员、管理等职位，目前已带

动周边乡镇 100 余人就业并持续招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姚方媛

“数字制衣”降本增效
——探访贵州美鸿服饰智能生产车间

本报讯 5 月 30 日，贵安新区第

三批“免费住”人才保障房摇号结果

公示，按照中签人数与房源间数 1:1

比例原则，共产生 418 名中签者，已在

“贵安人才通”微信小程序上公示。

本批房源分别来自安巢·青年社

区（云澜店）和安巢·青年社区（星耀

店）。其中，安巢·青年社区（云澜店）

61 套 69 间，包含一居室 11 套、两居室

50 套 58 间；安巢·青年社区（星耀店）

291 套 349 间，包含一居室 211 套、两

居室 80 套 138 间。

根 据 规 则 ，符 合 条 件 的 青 年 人

才通过“贵安人才通”小程序提交报

名申请，通过资格审核后参与摇号，

最 终 提 交 申 请 总 量 达 11195 人 次 。

在 清 镇 市 司 法 局 公 证 处 全 程 监 督

下，通过摇号，418 人中签。中签者

应在 6 月 4 日至 6 日通过“贵安人才

通”小程序按“先到先选”原则完成

签约，并于 5 个工作日内办理入住，

逾期未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合同

自动解除。年度内中签后未完成选

房签约及入住办理的，取消本年度

申请资格。

据 悉 ，贵 安 新 区 今 年 共 计 划 投

放 3000 套“免费住”房源，后续将分

批次推出，持续以安居政策吸引青

年人才到新区创新创业，为新区实

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

活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潘朝选）

本报讯 5 月 30 日 6：00，随着一

辆公交车从花溪区麦坪镇刘庄村村

委会启程，花溪区麦坪响应式惠农专

线开通。

麦坪镇位于花溪区西北部，离贵阳

市中心城区约 30 公里，下辖 14 个行政

村，有种植户 200 余户。过去，镇上仅

通了一条花溪区域内公交，当地农户到

贵阳市区卖农产品，大多只能通过乘坐

摩托车、面包车等方式，不仅成本高，还

存在安全隐患。

为此，从 3 月 27 日起，贵阳公交

公司南部分公司党总支班子成员深

入麦坪镇 14 个村开展 5 轮走访，与近

百名村民共商共议，最终确定在该镇

开通惠农专线。专线采取“朝发午

归”的运营方案，6:00 从刘庄村村委会

始发，串联汪庄村村委会路口、麦坪

中学路口等 7 个核心站点，终点到达

轨道交通 3 号线皂角井站。返程车

13:00 从市区发车。

据介绍，该线路采用“定时+响

应式”混合运营模式，村民可通过惠

农专线联系群提前预约，南部分公

司会根据每日客流及货量动态调配

运力。

“以前要走几公里路去赶集，现

在家门口就能坐车，把农产品直接送

到城里卖个好价钱，很不错。”一位村

民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实习生 张贺妍）

花溪区麦坪镇惠农公交专线开通

贵安第三批“免费住”
人才保障房摇号结果出炉

418人中签

近日，位于贵安新区高峰镇的贵州梅园绣球园开园迎客，500 余亩绣球花竞

相绽放，吸引众多游客前往游玩、拍照。图为游客在园内拍照。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田甜/文 石照昌/图

贵州梅园500余亩绣球花盛放

■宣讲报国故事 厚植精神沃土

■展示科技成果 播撒创新种子

■牢记使命担当 扎根民生所需

弘扬精神力量 矢志创新发展
——聚焦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据新华社电 聆听科学“大咖”

讲 述 创 新 故 事 ，走 进 实 验 室 探 秘

“大国重器”，在科学家主题舞台剧

中感悟精神力量……

5 月 24 日 至 31 日 是 全 国 科

技 活 动 周 ，5 月 30 日 是 全 国 科 技

工 作 者 日 。 连 日 来 ，全 国 各 地

广 泛 开 展 形 式 多 样 的 群 众 性 科

技 活 动 ，激 发 全 社 会 创 新 创 造

活 力 ，激 励 广 大 科 技 工 作 者 坚

定 信 心 ，为 建 设 科 技 强 国 目 标

努 力 奋 斗 。

本报讯 近日，“寻城迹·走进六

爽贵阳——红色记忆·光影传承”影

像贵阳第二届摄影展巡展在甲秀楼

翠微园开展，展览精选出 42 幅展现贵

阳“红色血脉”及“六爽新韵”的作品，

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往观看。

此次摄影展以革命历史遗址、英

雄丰碑、三线建设精神为脉络，通过

相关红色文化展示基地的摄影作品，

复现贵阳红色基因的厚重底蕴，让历

史记忆在光影中“活起来”。同时，以

游人如织的甲秀楼、全民狂欢的路边

音乐会等诠释“六爽”贵阳新韵的摄

影作品，展现城市发展的蓬勃生机。

观展市民、游客纷纷表示，通过一幅

幅影像作品，回溯了历史，也看到了

如今的幸福生活。

“通过展出的影像作品了解到贵

阳的很多红色遗址，有机会想去实地

看看。”西安游客郭小丽说。

该展览由贵州省摄影家协会指

导，贵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贵阳美术馆、贵阳市摄影家协会联合

承办，贵阳市文物保护中心及各区

（市、县）摄协协办。甲秀楼巡展将持

续到 6 月 29 日，后续还将走进达德学

校旧址进行展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吴宇）

影像贵阳第二届摄影展巡展启幕

暮色中的贵州省黎平县肇兴侗寨（2025 年 3 月 17 日摄）。新华/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