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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雨水”时节，桂北融安，春风吹
拂，春暖花开，处处呈现生机与活力。

在地处大山深入的融安县东起乡崖脚村铜
板屯，李花、桃花、樱花、油菜花悄悄绽放，
满山的春花，把山村打扮的格外美丽。

2月18日，“花醉铜板 春恋桔乡——融安
县 2023 年铜板踏青季”在这个美丽的山村举
办。春来铜板，李子花开白茫茫，油菜花开遍
地金。随着天气转暖，位于融安县东南部的铜
板屯，李花、桃花、山樱花和油菜花渐次绽
放，引来了众多游客前来旅游、赏花、拍照留
念。

互嵌式发展、结对式共建。美丽山村，芦
笙悠扬，走进铜板屯，百年古松树下芦笙飞
扬。来自贵州省从江县翠里乡南岑村乌英屯、
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党鸠村乌英屯（两省共
一屯）的苗族群众在铜板屯的山谷里吹响了苗
族芦笙。这是两个屯跨省共建的一个缩影。

“按照苗族习惯，到了一个村屯，我们要
围绕这个村转一圈，到村寨中重要的地方或者
特殊的建筑旁要吹奏一曲，这是一种兄弟情
谊，这是两屯世代友好的象征。”融水杆洞乡
党鸠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主任梁成张说。在铜
板屯，乌英屯芦笙队员们沿着铜板屯环路，每
到一个凉亭或者百年古树旁等地就停下来吹奏
一曲。

悠扬的芦笙声和洁白的李花，相互辉映，

成为山村里一种超越凡心的享受。
2022 年 12 月，在融水党鸠村乌英屯的

“苗年”活动中，两屯交换了象征世世代代友
好传承的“民族团结互嵌式发展结对村屯”牌

匾，铜板屯同胞将一批李子树苗赠送给乌英屯
苗族同胞，并共同植下一片李子林，标志着两
屯进入民族团结互嵌式发展结对共建的新时
代，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铜板屯曾是典型的“空巢村”，一度只剩
下6名老人留守，土地闲置荒废，田地荒草丛
生。经过龙革雄、龙飞任等兄弟们 10 余年来
坚持实施的“故乡拯救计划”，铜板屯于2018
年实现整体脱贫，成为远近闻名的“广西乡土
特色示范村”，2022年12月被评为“四星级乡
村旅游区”“广西民族特色村寨”等。每到春
暖花开时节，铜板屯的李花和油菜花绽放，吸
引数十万人前来观光旅游。

从 2014 年开始，融安县委、县政府及柳
州市林业和园林局等单位陆续投入资金，修通
了通屯公路，修建了人畜饮水工程，实施雨污
分离，对全屯土坯房进行修缮，安装了太阳能
路灯，并修建了观景凉亭、瓜果长廊等设施，
鼓励村民们发展乡土旅游产业。如今，越来越
多各族游客来到铜板旅游、度假，铜板屯又响
起了欢笑声。

近年来，融安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紧密结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特色产业发展、美
丽乡村建设和旅游开发相结合，增进与融水
乌英苗寨的苗族同胞交往交流交融，在乡村
振兴的路上携手共进。铜板旅游又是“三项
计划”中的“发展旅游计划”一个方面，吸
引外地各族游客到本地旅游，促进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

（谭凯兴 覃庆和/摄影报道）

互嵌式发展 结对式共建
——融安县东起乡铜板屯与桂黔苗寨乌英屯结对共建侧记

“花儿开在阳光下，党是太阳我是
花；听党的话跟党走，民族复兴兴中
华。”山歌手黄丽琼和蒋成现场教大伙
唱起山歌。2月17日，广西民间文艺家
协会、广西山歌学会在南宁市民主路小
学进行“广西山歌传习基地”授牌，并
开展“桂文艺大讲堂”——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山歌宣讲活动。

当天的“桂文艺大讲堂”采取有讲
有演有学唱等方式进行。郑天雄和徐帅
与大家一起分享了山歌传承相关经验；
龙菲菲、梁爱芳、 滕符巾等3名歌手则
带来了多声部民歌演唱，内容有壮族的

《木棉树下两相依》 和侗族的 《蝉虫
歌》。

据悉，为发掘、培养青少年山歌人
才，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广西山歌学

会于 2022 年 9 月启动了“广西山歌传
习基地”“刘三姐小传人” 申报命名工
作，得到了全区各地尤其是“广西山歌
之乡”地方学校的积极响应。如今，陆
续在全区命名一批“广西山歌传习基
地”，授予符合条件的中小学生为相应
星级的“刘三姐小传人”荣誉称号。目
前已命名5个基地，授予“刘三姐小传
人”逾千人。

广西山歌学会会长、南宁市民间文
艺家协会主席郑天雄表示，开展主题山
歌进校园、进社区，通过传歌编歌学歌
接力，能够更好地发掘培养“刘三姐歌
谣”接班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讲好民族团结进步的南宁故事、广
西故事。

（韦雪妍）

2月21日，内蒙古自治区民委副主
任云国盛带领考察组一行8人，在桂林
市就民族工作开展考察交流活动。

考察组先后来到甑皮岩国家考古
遗址、象山公园、市少数民族服务中
心、栖霞寺、桂花公社、解东社区、
东西巷王城片区等单位，通过实地走
访、听取介绍、现场交流等方式，对
桂林市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示范区建设，民族团结进步进机关、
进景区、进企业、进宗教活动场所，
城市民族工作“一站式”服务推进各
民族“互嵌式”发展，促进各民族深
入交往交流交融等经验做法进行考察
学习。

在交流中，考察组表示，桂林市坚

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突出“融”的理念，强化“融”的举
措，把挖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
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
深入交往交流交融有机结合，统筹推
进，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既做看
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做大量“润物
细无声”的事情，成效突出，非常值得
学习借鉴。希望今后广西和内蒙古两个
自治区的民族工作干部、各族群众，加
强交流，互鉴互学，共同维护民族团
结、社会稳定良好局面，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自治区民宗委监督检查处、桂林市
民宗委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陈 鹏）

2月21日即农历二月初二，平果市太平镇新圩村户户贴对联、家家放鞭炮，十里八乡的各
族群众身穿民族盛装，成群结队早早汇集到这里庆祝农历“二月初二”传统歌圩节。

当日，该村田头地角、街头巷尾全是歌的海洋， 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像过大年一样，处
处呈现喜庆气氛。“由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传统歌圩已经3年暂停活动。今年疫情结束后，歌
圩日举办文化节嘹歌比赛、拨河比赛、象棋比赛、斗鸟比赛、文艺演出活动，我心里特别高
兴，一大早，我就来到歌圩日观看。”该镇吉林村局鲁屯70岁老人腾茂表说。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嘹歌赛台上出现了一队队青春亮丽的年轻嘹歌歌手，他们你唱我
和，声音嘹亮，歌唱党的二十大精神，歌唱乡村振兴的农村新生活，甜美的嘹歌歌声深深地吸
引着观众。 斗鸟也是今年歌圩的一大亮点，来自全市各地30多位训鸟能手提着自己的“宝贝”
走进赛场一决雌雄。笼中鸟儿拍翅舞爪，跳上跃下，你来我往，生死相拼，逗得场外观众拍手
叫绝。“新圩歌圩节历史悠久、远近闻名。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村
举办传统歌圩文化节活动，以满足群众生活文化的需要。”太平镇新圩村党支部书记周世兄说。
此外，歌圩这天还举行象棋、跳棋比赛等文娱活动，使传统歌圩更加丰富新颖，更加符合大众
口味。

据了解，新圩“二月二”传统歌圩文化节已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王金旭/摄影报道）

▲2月18日，在融安县东起乡崖脚村铜板屯，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党鸠村乌英屯
苗族群众在学习竹筒饭制作技术。

内蒙古民委考察组

在桂林考察工作

南宁市民主路小学荣获
“广西山歌传习基地”命名 平果太平“二月初二”歌圩喜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