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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7日，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
区依然人潮涌动，街头巷尾洋溢着欢
乐祥和的氛围。

这热闹的场景源于今年春节期
间，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开展了主
题灯会、庙会、音乐会及安顺记忆展等
系列活动，尽显“古城风、现代味、人间
色、烟火气”。

据统计，春节假期安顺古城日均
游客接待量十几万人次，“出圈”成为
安顺文旅网红打卡新地标。

人气旺、消费火、年味浓，成为游
客到访安顺古城的最大感受。

步入安顺古城，沿儒林路的石板
街，过三元桥，在道路旁花墙处转身，
就到了簧学坝路。在簧学坝路路口，
记者遇到了正在拍照留影的游客罗女
士。她说，“我们从成都来，这次安顺
给我的印象很好，安顺古城非常漂亮，
小吃特别巴适。”

“看到古城人来人往的盛况，心中
无限感慨。”春节期间，“贵州省阅读推
广大使”、安顺“双阅读”活动发起人姚
晓英坐在簧学坝路上的“一个人的安
顺”书吧里，迎送了一波又一波前来打
卡的读者、市民和游客。她回忆起，从
2011年 8月站在儒林路路口，和众人
商谈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
事宜，到 2024年 2月 8日正式开街，历经了 13年的时间。“如
今安顺古城迎来了上百万人次游客的‘出圈’数据，为安顺的
进步“点赞”。

短短400米的簧学坝路，连接着儒林路和安顺府文庙，建
筑院落高低错落，街巷顺势上行、悠然蜿蜒。而“巷往”的打
造，呈现了安顺古城一隅的诗性空间，纷至沓来的市民和游
客到此，邂逅属于安顺的“转角之美”。

从街头的咖啡馆到巷尾的“瞌睡来”相声馆，在“巷往”，
街巷两旁古朴的建筑与安顺特色文创元素交织融合，蜡染、
木雕、屯银、苗绣、非遗手工编制、苔藓微景观都有了展示的
平台。老巷听书、电影院、文字供销社、屯堡民俗文化展览馆
等文化空间一应俱全。人们或漫步在古色古香的街巷中，或
驻足欣赏文化空间的精彩，或品味着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独特
魅力。快门声、欢笑声、掌声此起彼伏，在这里，人们找到了
那份向往的生活，也邂逅了古城独特的文化魅力。

春节期间，安顺市民沈女士数十次往来于簧学坝路，流
连在“巷往”间，在一间间文创店中见证簧学坝路的“新生时
刻”。她告诉记者，“‘故事里’老物件馆就像上世纪 60到 80
年代的时光穿梭机，触摸饱含岁月痕迹的老物件，会有莫名
的感动涌上心头。看着‘河里的石头滚上坡’屯堡民俗文化
展览馆中纪实的屯堡活动照片，脑海中就会浮现非遗地戏的
场景，也会向往那些未曾亲自体验过的活动景象，是非常有
趣的文化体验。”

在簧学坝路16号的书亦蜡染，蜡染灯笼、浅蓝蜡染布，给
予了老屋新的风貌。“我们结合既往的布展陈列经验，在空间
设计上，大面积使用了比传统蜡染更浅一些的蓝色色调，呈
现在更为舒朗开阔的空间，这样视觉效果更具吸引力。”书亦
蜡染主理人、“95后”蜡染非遗传承人张娟娟如是说。

从事蜡染行业的第 7年，张娟娟做过很多传统和创新的
蜡染文创。而今，可循环使用的环保书衣，与首饰相结合的
蜡染饰品等受到“90后”“00后”等年轻消费群体的欢迎，书亦
蜡染也成为春节期间“巷往”的销冠王。张娟娟介绍，“春节
期间，每天进店客流量很大，本地和外来的消费者都很多。
蜡染发饰、蜡染书衣、扎染袜子、蜡染围巾、龙年蜡版画销量
都非常好，产品都是脱销状态，我们每天都在赶工。”

在张娟娟看来，安顺古城这样的城市窗口既能宣传贵州
的蜡染文化，同时也能进一步了解市场需求，有助于对产品
设计开发和消费者之间的“双向奔赴”。

据“巷往”策划人陈可介绍，“安顺古城很早以前就有业
态萌芽的土壤，我们通过对黉学坝路魅力的深度挖掘，策划
了‘巷往’，意为向往美好、向往新的生活，不断衍生了周边的
21家文创店面，从业态生长到文创融合，从观光引流到业态
繁荣和购买力的增加，让老安顺人有了自己的回忆，外地游
客有了对这座城市的眷恋和心生的向往。”

“巷往”的打造，不仅为安顺文化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也为游客和市民们提供了一个充满诗意和魅力的文化空
间。“巷往”的古城，春节新面貌只是一个起点。未来，安顺古
城将进一步精细化打造集文化体验、休闲度假、互动娱乐、创
意市集于一体，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交融的潮流历史文化
街区，让游客市民零距离、沉浸式体验安顺特色文化民俗，为
更多人带来美好的文化体验和生活向往。

“轰、轰、轰……”新春佳节刚
过，记者来到 S213镇宁本寨至江
龙公路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挖掘
机正在进行作业，不少身穿橙色
马甲、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在一旁
清除松散的泥土，现场一派忙碌
景象。

“我们正在施工的是安盘高
速配套工程S213镇宁本寨至江龙
公路项目，全长24公里，目前已经
完成了20公里的路面工程及交安
工程，剩余4公里正在施工中。”安
顺建设养护集团有限公司江龙项
目经理部项目总工程师郑国向记
者介绍，项目于 2022 年 9 月启动

建设，总投资约 2.4亿元，当前已
有部分路段通车，预计今年5月实
现全线通车。

据了解，该路段原本为四级
公路，本次项目实施主要是对其
进行提质改造，将其升级为三级
公路。升级完成后，不仅路面平
整度将有所提升，路面宽度也将
从原来的 6.5 米拓宽为 7.5 米，部
分路面拓展至8米。

“建设本项目，有利于提升乡
镇的通行能力，加强县与县之间
的沟通连接，也为黄果树大瀑布
和格凸河景区建立快速连接通
道。”郑国告诉记者，该路段通车

对沿线群众具有重要意义，不仅
让出行更加便利，而且方便物流
运输，助力农产品对外出售。

“项目施工紧时间紧、任务
重，市、县交通运输部门给予了我
们非常大的帮助，不仅不定期在
现场开调度会，指导项目建设，还
积极为我们做好协调服务和质量
监督。”郑国说，项目建设积极助
力当地就业，预计可为当地提供
就业岗位200余个。

郑国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
优化施工方案，持续加大设备投
入，增加人员和资源的配置，力争
早日实现全线通车。

2 月 29 日，在贵州金尘茶茶
叶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
各条生产线快速运转。由于今年
订单量较多，许多员工过完年后
便迅速返岗，工作热情高涨。

在包装车间里，工人们熟练
地将茶包装进包装袋，进行封口
装箱。家住安顺经开区西航办
新阳村的张文秀已经在这里工
作了两个年头，她告诉记者：“在
家附近上班感觉挺好的，包装工
作已经熟练上手，平时每月工资
大概 3500元，加班的话还能多劳
多得。”

“今年我们的订单量大幅增
加，大年初四就开始生产，初八时
所有员工已全部到岗，各品种的
生产都按计划有序进行。”该公司

生产车间主任郑荣江说。
据悉，贵州金尘茶茶叶发展

有限公司自落户安顺经开区以
来，围绕“茶+”打造文旅工厂，推
进茶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通过运用精选、精制、拼配等现代
产业加工手段，形成黔茶标准化、
智能化加工生产，打造智能化、数
字化现代茶叶精制中心。此外，
在品牌打造上也实现了新的突
破。去年，该公司推出“无糖茶、
低糖茶、养生茶”等饮料产品，满
足了消费者的多种需求。

该公司总经理李猛表示：“公
司能够取得如此成绩，得益于良
好的营商环境。2024年，我们将
全力以赴，以最佳的工作状态和
设备运营，迎接新的市场机遇。”

据了解，贵州金尘茶茶叶发
展有限公司拥有国内投资最大、
自动化程度最高、生产效率最快
的袋泡茶生产线。从投料、分装、
封袋、抓盒到装箱全部实现自动
化，每 8小时的产能可达到 50万
袋，为公司的产能提升提供了有
力支持。

李猛表示：“今年上半年，我
们将启动茶饮生产线，即金尘茶
的二期茶饮生产线。金尘茶的一
期、二期项目——袋泡茶和茶饮
生产线，都将在今年全部投产。
投产后，年销售收入预计将达到
10亿元。我们将把安顺的优质茶
源通过茶饮、袋泡茶输送到全国，
推动产品迭代与品牌升级，从而
逐步打造安顺茶产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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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正在作业工人正在作业

安 盘 高 速 配 套 工 程 S213
镇宁本寨至江龙公路项目复工
全长24公里 总投资2.4亿元 预计今年5月全线通车

早报记者刘凤罗含瑶文/图

贵州金尘茶茶叶发展有限公司：

力争年销售收入达到10亿元
早报记者唐琪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只争朝夕抓落实 凝心聚力促发展

建设一流旅游城市 打造世界级旅游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