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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池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深做实易地搬迁安置
点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文章，安置点“新居
民”全方位互嵌融居，由陌生到相熟相知，到
互学互帮互助，结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同心籽”。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的经验文章在
2022年第22期《半月谈》发表。

深化后续扶持，促进搬迁群众生活互嵌。
在全区率先推行实施河池市加强和完善易地搬
迁后续工作指导意见及相关配套文件，全力实
施基层组织建设、基础设施配套、公共设施配
套等7个后续服务工程，积极创造各族群众共
居共学共事共乐共建共享的社会条件。安置点
配备水、电、路、网络等配套基础设施以及义
务教育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等配套公共服
务设施，实现公共服务设施全覆盖。全面落实
就医、养老等社会保障政策，切实提高搬迁群
众的获得感、融入感和归属感。来自不同乡
镇、不同民族的群众聚居在一起，实现嵌入式
居住。让各族青少年学生从小生活学习成长在
一起，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国家意识、公民意
识、法治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嵌
入式就学。2022 年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成
效得到国家发展改革委通报表扬，是广西唯一
获得表扬的地级市。

抓好就业服务，促进搬迁群众工作互嵌。
将易地搬迁后续就业帮扶工作摆在“保就业”

“稳就业”工作的突出位置来抓。组织开展
“春风行动”专项活动，通过强化帮扶车间建

设、开展就业帮扶、引导转移就业、开发公益
性岗位等举措，为搬迁各族群众提供互相交流
的培训和发展平台，引导他们在相互尊重的基
础上互相学习、共同发展。2022 年，全市安
置点认定就业帮扶车间115家，吸纳脱贫人口
2555人；举办易地搬迁安置区专场招聘会102
场次，招聘 25.21 万人。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及
现代新型产业，结合县级“5+2”、脱贫村

“3+1”特色产业和“十大百万”产业，创新
“农业企业 （合作社） +基地+搬迁户”等模
式，带动易地搬迁安置点群众就业创业。都
安瑶族自治县联建澳寒羊产业带动易地搬迁
群众持续增收、南丹县发展民俗文化旅游产
业促进易地搬迁群众增收和民族团结 2 个案
例入选国家乡村振兴局推广易地搬迁典型案
例。央视 《新闻联播》 播出 《【新时代新征
程新伟业】 广西朵努社区：就业有保障 好日
子有奔头》，报道了南丹县朵努社区易地搬迁
瑶族群众的幸福生活，成为广西唯一入选中
宣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报道对
象，同时被央视新闻频道、《人民日报》等中
央主流媒体集中报道。

推动民族团结，促进搬迁群众幸福互嵌。
以中华文化浸润人心、引导风尚，推动搬迁群
众融入新家、精神相依、守望相助、手足相
亲。制作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标语、展板等，组
织开展“听党话颂党恩跟党走”“民族团结一
家亲”等主题活动，多形式展现传统民俗文化
风采。组织搬迁群众组建表演队，在“壮族三
月三”、祝著节、依饭节等民族节庆期间，参

加剪纸比赛、山歌赛、民族文艺汇演等，让各
族群众不断在与邻为亲、与邻为善、与邻同乐
中增强“五个认同”。深化安置点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打造社区同心文化广场，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居民公约，在安置点打造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教育实践基地等，让安置点各族“新居

民”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南丹县和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在 2022
年全区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安置
点现场会议上做经验交流发言。南丹县王尚安
置点朵努社区、大化古江安置区获全区“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命名。

（河池市民宗委/文图）

贺州市地处桂粤湘三省 （区） 交界，曾
是古代中原岭南与岭北民间交往贸易和多民
族迁徙交融的重要通道，如今是语言互用、
文化共享、婚姻互通、家园共建，各民族和
谐共生、团结共融的“世界长寿市”“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市”。近年来，贺州市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融”的
导向，积极推动“三项计划·桂在行动”落实
落细，全力打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贺州新
篇章。

以“融”的理念为抓手推动创建工作。
理论武装促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成为检验“两个确立”“两个维
护”的标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
入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全过程，纳入政
治巡察、政绩考核，政治基础扎实。发展为
要促融。围绕自治区赋予的“建设广西东融
先行示范区”定位，制定 《关于高水平建成
广西东融先行示范区的决定》 中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列为重要内容。212个少数民族
聚居村全部脱贫出列，平桂瑶族聚居区“一
步跨千年”沧桑巨变。槽碓村获评“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广西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实绩考核中获得“优秀”等次。文化铸魂
促融。贺州居住着包括壮、汉、瑶、苗 4 个
世居民族在内的 42 个民族，中原文化、岭南
文化、湘楚文化和南越文化在这里交汇并长
期共存融合，活态保存着 29 种语言，是多民
族多族群和谐共生的典范。《瑶山夜雨》《咏
梅》《同心房》等获全国、全区文艺奖项，瑶
绣刺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民族特色
工艺品，瑶族服饰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亮眼
出场。“石榴花开 同心向党”专题特色党课
推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不断引向深
入，各行业各领域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不
断涌现，1 名同志获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称号。依法治贺促融。探索成立民族团
结法律服务工作站、“石榴籽工作室”，社区
管理“一五一十”工作法助力社会稳定和
谐。近年来，全市实现影响政治安全事件、
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零发生”，人民群众安全

感满意度核心指标保持排名全区前列。省际
共建促融。依托《肇庆·贺州市东西部协作工
作方案》，桂粤湘三省 （区） 四市民族团结进
步联创共建联席会议、人大三省 （区） 三市
民族工作跨区域工作座谈会、政协跨省际区
域联动促发展等平台，不断完善省际共建长
效机制。

以“三项计划·桂在行动·贺州实践”为
抓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联谊实施

“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通过基地、夏令
营、书信手拉手和共享云课堂等方式，架起
与广东、新疆、香港等地各族青少年之间情
感沟通的桥梁。打造的姑婆山华千谷足球基
地，为全国各省各族青少年提供足球赛事、
训练等服务，年均接待运动员 5000 人次。以
主动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实施“各族
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大湾区进驻 102 家规
上龙头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近 5000 个，就近
帮助各族群众就业。加强粤桂协作输出，全
市 122 万农村劳动力中外出务工 65 万人，其
中广西区外务工 24 万人。以文旅融合实施

“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有形
有感有效做好贺州各族人民以及全国各地抵
贺游客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积
极承接粤港澳大湾区康养需求，打造黄姚古
镇长寿马拉松、姑婆山越野挑战赛等自主品
牌赛事，2021 年以来接待游客 5994 万人次，
其中粤港澳大湾区游客量占区外游客总量的
62.5%。

（贺州市民宗委/文图）

互嵌“新居民” 共结“同心籽”
——河池市推动易地搬迁安置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亮点突出

贺州市以“两个抓手”

全力打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篇章

▲黔桂两省区白裤瑶年街民俗旅游活动在南丹县里湖瑶族乡举行。

▲桂粤湘三省（区）四市第一次联席会议在贺州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