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广西南宁市桂春路16号 邮编：530028 电话：5528074（编辑部） 传真：5622291 E-mail:gxmzbzb@163.com 零售价：1.00元

2023年3月17日

广西民族报
GVANGJSIHMINZCUZBAU

责任编辑：李道芝88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
会议上强调，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工作，着力深化内涵、丰
富形式、创新方法。近年来，桂林
市坚持抓准一条主线，突出“融”
的理念，强化“融”的举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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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动民族
团结创建工作提质增效。2022 年，
桂林市构建“互嵌式”民族关系得
到国家民委肯定，并要求向全国推
广；桂林市、兴安县、市少数民族
服务中心荣获全国第十批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

着力深化内涵，让创建工作充
满精神实质更加感召人心

桂林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的历
史传统、文化记忆和民族精神；红
军长征三过桂北，颁布并成功实践
了党初期的民族政策。桂林市始终
坚持从政治的高度、历史的深度和
文化的厚度，挖掘创建资源，深化
创建内涵。

提升政治高度，创建的政治底色
更加鲜明。不断从党的百年历程中
汲取把握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
的宝贵经验，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
创建工作全过程。市委主要领导在
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号召各族
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创建；市政府主
要领导主持召开会议，推动创建工作
常态化部署、常态化推进；17 个县
（市、区） 党委负责人积极参与“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书记谈”活动，
并与各族群众深度互动，在创建中团

结和引领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
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探究历史深度，创建的历史底
蕴更加厚重。坚持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
族工作的历史方位，深度挖掘各
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
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见证。编纂出
版 《红 军 长 征 与 桂 北 少 数 民 族》
系列丛书，积极参与 《中华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广西卷·
桂林篇》 编撰工作；先后树立和
突出一批以甑皮岩、灵渠、摩崖
石刻和山水诗文、湘江战役等为
代 表 的 ， 辨 识 度 高 、 传 播 力 强 、
有历史深度、有深远格局，象征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义的历史文化
符号和标识。深刻阐释各族先民
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
大祖国的历史脉络，赋予新的时
代内涵和时代价值，并推动融入
媒 体 宣 传 、 创 意 设 计 、 舞 美 编
排、产品包装等，不断引导各族
人民从历史长河中感悟民族精神。

增强文化厚度，创建的文化底
气更加充足。坚持把文化认同作为
最深层次的认同，不断推进优秀文
化遗产“散珠碎玉”的保护利用。
桂林市先后建成甑皮岩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灵渠博物院、桂海碑林博
物馆、桂林非物质文化传承中心等
一大批民族文化传承基地；在吸收
借鉴各民族文化基础上，推出 《印
象刘三姐》《破阵曲》《马前泼水》

《桂林有戏》《桂林千古情》 等一大
批民族文化精品力作，民族戏剧创
作两次摘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累计
申报市级以上非遗200余项，瑶族服

饰、瑶族油茶习俗等6项入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奋力推动多元文
化为共同体文化输送鲜活的精神给
养，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互共生与
价值互鉴，以中华民族文化引领各
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
族的整体文化认同。

着力丰富形式，让创建工作得
到全面覆盖更加影响深远

桂林市顺应时代变化，按照增
进共同性的方向持续改进民族工
作，不断实现创建主体由“少数民
族”向“中华民族”升级、创建点
位由“试点单位”向“行业系统”
覆盖，创建模式由“政府主导”向

“社会生成”激发，创建的参与度、
覆盖率和影响面不断提升。

促进创建过程“全员参与”。桂
林市深刻认识各族干部群众主体
地位和首创精神，积极建设全员
参与的场地、奋力营造全员参与
的氛围、全面打造全员参与的典
范，广泛开展争创表彰、民族团
结进步宣传月、自治县民族乡逢
十周年庆祝活动、重要民族节庆
等活动，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族干
部群众参与创建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全市累计建成同心
文化广场 120 个，“壮族三月三”、
瑶 族 “ 盘 王 节 ”、 侗 族 “ 祭 萨
节”、苗族“大端午苗歌节”等特
色民族活动异彩纷呈，龙胜县庆
工作得到国家民委肯定，全市累
计涌现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集体 15 个、模范个人 26 人。

实现创建类型“全域覆盖”。桂
林市坚持“全力探索——全面总结

——全域推广”的创建形式，不断
推动创建工作在党的机关、国家机
关、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企事业
单位等逐步实现全域覆盖。结合桂
林实际，在“七进”基础上，探索
增加创建进景区、两新企业、窗口
单位三种创建类型，并逐步实现全
市 98 家 A 级以上景区全覆盖；全市
累计涌现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单位10个、教育基地1个。

推动创建模式“全面升级”。全
市建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六大基地”，龙胜建成广西首个
“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陈 列
馆”，临桂区开设了“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大讲堂”，大学生、社会
人士积极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志愿者宣传队，通过广泛开展
一系列有形有感有效的宣教活动，
极大激发和培育了全社会参与创建
的热情和自觉，有效推动创建工作
由单一政府主导，向政府主导与社
会自发相结合的模式提档升级。

着力创新方法，让创建工作聚
焦主责主业更加富有成效

桂林市坚持不断创新方法，把
准创建的结合部和发力点，推动创
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双促
双成。

坚持“创建+旅游发展”。推动
创建工作主动嵌入世界级旅游城市
建设，大力实施“三项计划”，探索
完善“旅游+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四
个结合’新模式”，持续为旅游注入
新内涵、打造新路线、发展新业
态、培育新主体，不断促进桂林少
数民族聚居地区旅游优质供给更加

丰富、各族群众交往更加密切。全
市精心培育了象山景区、灵渠景
区、七星景区等一大批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景区，以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有效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
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

坚持“创建+乡村振兴”。支持
民族地区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助力民族地区
更好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总体布
局，稳步驶入共同富裕的快车道。
2022 年，全市共获少数民族发展资
金 6084 万 元 ， 安 排 建 设 项 目 114
个，受益群众 16 万余人；2 个村屯
列入自治区民族特色村寨农旅融合
发展试点，11 个村寨获评“广西民
族特色村寨”；广西民族特色村寨建
设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试点现场推
进会在兴安县召开。

坚持“创建+社会治理”。将创
建工作与城市民族工作、基层社会
治理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市域
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与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区建设融合发展的工作方
法，推动城市民族工作由主导型向
服务型、引导型转变，推动民族事
务治理方式由政府单一主导转变为
社会多元共治。桂林市将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纳入城市管理体
系，打造民族事务“一站式服务平
台”，创新“一中心、四机制、五个
站”工作方法，探索民族事务治理
大数据平台建设，全面构建互嵌式
的社区环境、社会环境和网络环
境。全市设立少数民族服务中心 3
个、联络站 79 个、社区民族之家 76
个，推出就业、就学、医疗、社保
等便民举措20余条。

（桂林市民宗委供稿）

桂林：“三个着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提质增效

近年来，北海市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
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
重要论述，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四融”不
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市
呈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局面。

建好“融”的机制。市委市政
府坚决扛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主体责任，始终把民族工作融入
全市中心工作，融入“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统筹谋划。成立党政主要领导双组
长制，高位推动民族团结工作，做
到“四个纳入”（即纳入一把手工程
同负责、纳入绩效考评同考核、纳
入文明城市创建同部署、纳入乡村
振兴同推进），以“10+1+2+3”创建
模式 （即“十示范”创建、“一把手
工程”、“两纳入”办法、“三个一
批”示范） 常态化推动民族工作高
质量发展。

搭建“融”的平台。通过“候
鸟驿站”“红石榴工作室”“解忧超
市”“旅居者联合会”“民族特色村
寨”等五类300多个交融平台，推动
各族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广泛交往交
流交融。其中，红石榴工作室畅通
了各族群众文艺交流的渠道，让各
族文化在交流中不断繁荣；解忧超
市切实解决了各族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让他们在北海融得进、
融得好；候鸟驿站让新北海人参与
到社会治理的每个环节，实现了共

治共享共居共乐；旅居者联合会为
旅居者子女就学、经商创业、文化
交流等方面提供服务，新老北海人
在珠城心手相牵、相互交融。特别
是旅居者联合会提出的“八融”理
念，成为社会组织促进“三交”的
新经验。

丰富“融”的内涵。通过党建
融心、文化融魂、活动融情，不断
丰富创建工作内涵。以党建融心，
推行“党建+民族团结创建”模式，
成立新疆 （籍） 人员北海市党支
部、旅居者联合会党支部等载体，
吸纳外来流动党员共计200多人，推
动各族群众人心归聚。以文化融
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
说话”的重要指示，打造“民族团
结+文化传承”品牌，形成了海上丝
绸之路文化遗址公园、海丝首港等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带。创作荣获

“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的《碧海
丝路》 等一批演艺精品登上国际舞
台，让中华文化深深扎根各族群众
心灵深处。以活动融情，突出“石
榴花开耀珠城”主题，开展“八个
一”示范评比、“四个一”主题宣
传、珠城互联共建、“同心文化载
体”比赶超等系列活动，打造同心
文化载体 44 个，每年开展各类文化
活动 1300 多场次，让各族群众在活
动中不断升华中华民族情谊，不断
增强“五个认同”。

讲好“融”的故事。构建全方

位立体化大宣教格局，发出民族团
结最强音，讲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北海故事。深入挖掘汉文
化、海丝文化等历史文脉，推出

“线上博物馆”，制作“从汉墓出土
文物看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史”系列
视频，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历史融合故事走出了博物馆、走

进了百姓家。外来移民的少数民族
行政村——东山村，坚持民族团结
和发展相融相促，成功摘掉了贫困
村的帽子，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
村，“东山再起”变成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融合故事，
在人们口中竞相传颂。侨港以中国
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为重要窗

口，引导归侨侨眷不断增强“五个
认同”。以侨为桥，将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与海外统战工作、侨务工作
有机融合，建设侨港文史馆，推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海外延
伸，讲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中国故事。
（北海市民族宗教侨务局提供文图）

北海:“四融”举措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各民族群众参加“候鸟归来宴”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