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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3 日，广西壮族五色糯米饭产业技术创
新中心揭牌暨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调研座谈会在南
宁市五彩壮乡文化产业园举行。广西农业科学院
农产品加工所与广西壮乡民俗文化有限公司负责
人签署合作协议，共建广西壮族五色糯米饭产业
技术创新中心，推进五色糯米饭产业向工业化、标
准化、规模化方向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来自自治区文旅厅、自治区卫健委、广西农业
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广西食品安全标准委
员会等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代表共
30多人参加座谈会。与会专家认为，在各方共同
推动下，五色糯米饭有望成为继柳州螺蛳粉之后
又一个具有广西风味、民族特色的网红休闲食品。

揭牌仪式上，《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红蓝
草》《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五色糯米饭》正式对
媒体发布。据悉，这两项标准由自治区卫生健康
委员会主持制定，将于今年5月1日起实施。

五色糯米饭是壮族代表性符号之一，是“壮族
三月三”节日必不可少的传统美食，也是广西各族
人民喜爱的食品。2010年，“壮族五色糯米饭”入
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名
录。

据了解，由于此前缺乏产品标准，无法办理食
品生产许可证，五色糯米饭的加工制作只能以家庭
式、小作坊式为主，难以进行规模化生产。“红蓝草”

“五色糯米饭”两个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制定实施，
为五色糯米饭相关产品获得市场流通资格创造了
条件。广西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所与广西壮乡
民俗文化有限公司将通过推动标准制定、多渠道筹
措资金、引入合作伙伴等方式，参照柳州螺蛳粉产
业发展模式进一步壮大五色糯米饭产业。

近年来，自治区相继制定出台《广西科技创新
“十四五”规划》《广西科技强桂三年行动方案
（2021—2023年）》，鼓励区内企业与区内外高校、
科研院所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开展协同创新。广
西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所所长陈赶林表示，此

次成立的创新中心是科研院所与企业结对共建形
成的新型研发机构，有信心通过这种科企间的合
作，以后更多平台、高校院所、企业参与之后，走出
一条地方民族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做到科技
赋能民族特色产业。

陈赶林介绍，农产品加工所不单着眼于解决
企业在生产中遇到的科技问题，也将帮助企业在
技术创新中建立主体地位，为非遗技艺传承提供
科技支撑。下一步将围绕五色糯米饭产业面临的
痛点难点问题开展科技攻关，包括染料的提取、天
然和人工染料的辨别等核心技术的研究，全程参
与五色糯米饭产业的设计、规划和发展。

作为壮族五色糯米饭制作技艺的自治区级代
表性传承人，广西壮乡民俗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红华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创新非遗传承方式，发
展五色糯米饭产业。近年来，该公司及其创建的
五彩壮乡文化产业园先后获得国家级非遗项目
（壮族歌圩）传承基地、自治区级非遗项目（壮族五
色糯米饭制作技艺）传承基地、南宁市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企业、自治区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自治区
文化“双创”示范企业等荣誉称号。

为做大做强五色糯米饭产业，潘红华积极推
动五色糯米饭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认证及五色糯米
饭预制菜团体标准制定工作，筹集资金建设糯米
饭生产车间，添置全套生产设备，为产业化生产做
足准备。

潘红华介绍，其公司目前已研发生产五色米
花、自热壮族五色糯米饭、五彩油茶、糯米甜酒等
五彩系列产品，这些产品 2022 年销售额达 140 万
元。下一步将扩大糯米饭产能，开拓线上线下市
场，引进有实力的企业，做大五色糯米饭预制菜产
业。

潘红华表示，公司将建立一定规模的原料种
植基地，并通过专业合作社等方式引导农民种植、
加工糯稻谷和染料植物。此举将带动糯稻谷和染
料植物种植，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
兴。

3 月 27 日，柳州市举办第二届舌尖上的乡村振兴美食大赛活
动。活动以“乡村振兴民族宴”为主题，柳州餐饮企业合力精心
制作 56 道菜肴，有“民族团结一家亲”“民族团结石榴包”等，
寓意56个民族亲如一家，象征着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用创新美食传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使民族团结进步
宣传“有形、有感、有效”。

活动推出的几百道柳州特色菜肴，都来自于各乡村合作社的
食材，通过厨师手艺制作展现。近 200 家柳州餐饮店、原材料供
应商联手推出美食新品，挖掘第一手精品食材，辅以巧手厨艺制
造出佳肴美味，更巧妙融入民族团结进步元素，让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由口入心，通过各民族饮食文化交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

（班雪梅 秦川华/摄影报道）

近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广
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仫佬
族刺绣传承人，广西工艺美术大
师谢秀荣（左）在向仫佬族姑娘
传授刺绣技艺。仫佬族刺绣被列
入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
来，谢秀荣免费将刺绣技艺倾囊
相 授 ， 目 前 已 培 训 了 3000 多
人，有 54 个徒弟学成出师，在
各项赛事中斩获大奖，传承和发
扬了仫佬族刺绣。

（韦 晓/摄影报道）

3 月 25 日，融水苗族自治县苗
学研究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召
开。融水侗学会、瑶学会等协会代
表以及来自安陲、杆洞、安太等乡镇
和县直机关会员的70余名人士参加
了会议。

此次大会听取了该县苗学会第
二届理事会题为《传承民族文化 弘
扬民族精神 努力开创苗学研究工作
新局面》的工作报告，修改完善了

《融水苗族自治县苗学研究会章
程》，选举产生了第三届苗学会理事
会成员和领导机构，决定聘请了第
三届苗学会顾问、名誉会长人选，通
过了《融水苗族自治县苗学研究会
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决议》会议还
开展有关芦笙、苗歌、民族经济等领

域的苗学研究交流。
会议指出，要明确以融水族源

的迁徙、历史、传统文艺、心理素质、
人才等为研究对象，如加大对苗族
古歌、拉鼓习俗、理词等濒临消亡的
民间文艺收集整理，用现代媒介收
录声音、图像，保留原始的宝贵材
料；同时，注重培养苗学研究的新
人，定期出版苗学研究文集，以苗学
研究成果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

“下一步，县苗学会将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积
极弘扬苗学文化，创作出有深度的
苗学研究成果，为融水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发挥‘智库’作用。”新当选
会长凤绍师说。

据悉，融水苗学会成立于 2010
年6月，是广西首个成立的县级苗学
会。在该县民族体育公园、风情苗
乡（原大苗山古城）、市民广场的苗
族元素配套建设和县人大常委会民
族文化立法工作等方面，县苗学会
积极为县委、县人民政府提供决策
参考。

截至目前，该县苗学会出版了
《融水苗学研究文集》（1-6 辑）、《融
水苗学研究文集选编》（一）、《融水
苗族风情与传说》《融水百节》等书
籍 10 余本，共 200 余万字。苗学研
究涵盖了历史族源、芦笙、苗歌改
革、民俗民居、文化旅游、社会经济
等各个领域。

（石 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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