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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桂林市象山区在创
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过程中，牢
固树立“全域旅游+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理念，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进景区”人文化、实体化、
大众化，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

以景区为平台，有形促“三
交”。根据象山区旅游资源丰富的
特点，依托 A 级旅游景区，在进入
景区公路沿线实施民族团结进步视

觉形象工程，在景区景点建设同心
文化广场、通过 LED 屏、设立展
板、发放宣传折页等方式，大力宣
传“三个离不开”“四个与共”“五
个认同”思想，通过景点 APP，将
中华优秀文化元素和民族团结进步
的好声音、好图片、好故事、好视
频嵌入到旅游网上服务的广大领
域，常态化开展每年 5·19“中国旅
游日”系列活动，让景区成为展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果的大

平台。
以游客为主体，有感促“三

交”。充分发挥旅游企业作用，与象
山区内各景区景点建立了创建联
盟，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进企业”“进景区”工作，切实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景
区 景 点 员 工 培 训 ， 融 入 导 游 解
说，让游客在自然舒适的旅游体
验中接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知 识 教 育 。 在 景 区 售 票 窗 口 、

检票窗口设置了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示范岗，在景区入口建
成了为民服务警务室，24 小时为
游客服务不打烊。扎实推进“智
慧景区”建设，积极推广网上预
约 购 票 ， 语 音 导 览 、 投 诉 响 应 ，
游客满意度不断提升。

以群众为基础，有效促“三
交”。深入推进文旅融合发展，举办
了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暨第九届全
国各民族优秀文艺节目邀请赛、第

六届全国地质古生物科普研讨会暨
地学旅游论坛，广泛推介特色产业
和旅游商品，促进了旅游与乡村振
兴和民族团结进步同频共振。将吃
农家饭、住精品民宿、采优质水
果、体验民族风情等纳入团队旅游
线路，使旅游促进了各族群众收入
提升，生活改善，同时有效促进了
各族游客与当地群众的交往交流交
融。

（谢顺才）

6 月 1 日，三江侗族自治县独峒镇举办侗族农民画培训，来
自该镇的50多位农民画爱好者参与培训。独峒镇是三江侗族农民
画生产传承基地，2012年侗族农民画被列入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2019年以来，独峒镇侗族农民画年产值达500多万元，侗
族农民画家群体每月人均绘画收入达到3000元，成为侗乡农民增
收致富的一条途径。同时，三江发挥侗族农民画的视觉与宣传效
应，营造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以此展示三江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成果。

图为培训现场 。 （滚亿忠 摄影报道）

6 月 2 日晚，广西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
言文学系举办壮、瑶语诵读比赛，共有 33 个节
目参加比赛。此次比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工作主线，旨在为壮、瑶语专业的学生提供
一个展示民族语言美的平台，培养学生的民族情
怀，营造壮、瑶语教育良好氛围，促进壮、瑶语
教育工作的开展。

比赛中，各年级壮语班、瑶语班选手轮番
上场，用所学的民族语进行朗诵，他们抑扬顿
挫、富有感染力的诵读，展现了新时代大学生
良好的精神风貌。壮语班的选手朗诵《念奴娇·

追思焦裕禄》，饱满的情感诵读出对焦裕禄同志
的哀悼之情；瑶语班选手带来的 《我在一颗石
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通过讲述石榴的枝与
叶、花与果，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美好祝
愿；壮语班选手诵读的《少年中国说》，声音如
洪，铿锵有力……精彩的诵读赢得在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

最后，评委老师根据选手朗诵的篇目，从思
想内容、语言表达、形象风度、综合印象等四个
方面进行评分，评出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4 名、
三等奖6名、优秀奖10名。

(麦妮丹 韦羽纯 邓思馨 黎璐佳)

融水苗族自治县安陲乡江门村下泗欧屯，以“火塘议廉”为载体，通
过“晒廉、讲廉、议廉、评廉”等，评选“十大孝贤之家”，营造崇廉尚
洁的良好政治生态。

去年以来，该县在各乡镇选一个在乡村治理、乡风文明、移风易俗等
方面取得一定成效的村屯，建设“孝贤文化”示范点，并开展“最美清廉
家庭”“清廉家属”“十大孝贤之家”系列评选活动，以此教育和引导党员
干部群众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目前，该县建成“孝贤文化”示范点 22
个，评出“最美清廉家庭”20个、“十大孝贤之家”10个、“廉洁家属”20
名。

图为 6 月 4 日，在安陲乡江门村下泗欧屯，村民刘中勉在悬挂“孝贤
之家”光荣牌。

（龙林智 廖洲帆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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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芒种”时节，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泗水村小岩底苗寨，村民们正抢抓农时，在
梯田里忙着耙田施肥，拔苗插秧，层层叠叠的梯田里呈现出一派热闹繁忙的农耕景象。

近年来，该县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强化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全面落实“田长制”，
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确保全县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截至目前，该县水
稻种植面积达8.16万亩，为实现全年水稻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图为6月6日，在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泗水村，雨雾缭绕的梯田格外美丽。
（韦吉阳 吴肖裕 摄影报道）

龙胜 8万余亩高山有机稻田进入插秧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