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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贺州市八步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全力争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区，坚持“八方融合、步步图强”，扎实
做好“民族团结+N”各项工作，不断激发创
建活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把示范带
动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重点来抓，走
出了一条具有八步特色的民族团结进步融合发
展新路子。

“民族团结+组织领导”，强化创建引领

八步区始终把加强组织领导作为做好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重要保障，注重科学谋
划、高位推动，成立了由该区委书记、区长任

“双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将创建
工作纳入该区委、区政府重要日程。该区委常
委会、区政府常务会研究部署全区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形成常态，主要领导多次主持召开
创建动员会、推进会、调度会，科学统筹谋
划，严肃跟踪问效，及时解决人、财、物方面
困难，强力推进工作措施落实。该区人大、区
政协积极履职担责，围绕创建工作目标，精心
组织视察调研、民主监督等活动，全力助推创

建工作。该区纪委监委定期组织开展督导检
查，推动工作落实和问题整改。各乡镇、区直
各部门围绕创建任务，压实责任、全员参与，
形成了党委决策定思路、人大监督强保障、政
府落实抓推进、政协助力激活力、纪委监督严
纪律、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创建工作格局。

“民族团结+文化传承”，激发创建活力

八步区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切
入点，将民族节庆活动作为保护传承民族文化
的重要载体，注重创新八步特色，支持民族音
乐、舞蹈、戏剧、服饰和工艺品等创作展示，
打造民族文化特色品牌，让各民族文化在民族
团结进步中大放异彩。2022 年，非物质文化
遗产客家山歌剧《审麻袋》荣获广西第十届基
层群众文艺汇演喜剧类一等奖；原创舞蹈作品

《同心房》入围2022年全国民族民间创作作品
（中南片区） 汇演活动，并荣获广西第十届基
层群众文艺汇演舞蹈类三等奖。通过开展孝文
化、贤文化、廉文化教育等途径弘扬优秀中华
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
共同繁荣发展促进文化振兴，分别在贺街镇、

铺门镇打造家风馆、封阳文化博物馆，宣传展
示优秀家规家训家风、传统民俗文化，助推家
风教育融入百姓生活，家风民风越来越好，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效越来越显著。

“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加快创建步伐

八步区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系统资源丰富、
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的优势，利用各类平台促
进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引导民营企
业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中，让民营企业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引领者，促进民族团结融入乡村
振兴产业发展全过程。贺州市顺来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以“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大
力发展香芋、红薯等现代特色农业种植及农产
品加工，建成香芋种植基地 8 个共 13000 亩，
带动周边乡镇 3600 多名各族群众实现“家门
口”就业，香芋等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提高了
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水平，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
齐头并进。坚持把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作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民生工程，近年来，共争取少数民族发展项目

资金 1711.98 万元，解决了民族地区发展瓶
颈，极大提高了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民族团结+社会治理”，夯实创建根基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工作新
格局，创新探索“民族团结＋社会治理”工作
模式。八步区莲塘镇炭冲村把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融入乡村治理日常，以“方言议事”“古树
座谈”“挑灯会议”“松下和谈”等方式，组织
村民理事会、石榴籽工作团就乡村治理事项就
事说事、畅谈想法，累计帮助各族群众解决实
际困难问题150多个，让各族群众在互利互惠
互信的基础上共享乡村治理成果。城东街道爱
莲社区以社区党支部为核心，社区居委会为主
体，社区警务室、业主代表和物业公司“五位
一体”为民服务体系为依托，不断提升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助推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服务群众
管理水平，提供绘画、跳舞、插花、健康义诊
等服务，让外来务工各族群众充分感受到社区
的温暖，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使八步
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在基层不断焕发出新生机。

（廖益嫔）

八步区以“民族团结+”走出融合发展新路子

6月20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委统战部、民族宗教事务
局等单位联合在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东门镇石围古
村举行“端午粽飘香，和谐邻里情”民族团结进村屯主题活
动，开展民族政策、法律法规宣讲，并举行包粽子、钓粽子、
抢粽子比赛，东门镇及有关单位25个代表队参加比赛，促
进民族团结，助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

图为参赛选手参加包粽子比赛。 （韦如代 摄影报道）

6月20日，南宁市兴宁区望仙坡社区各族干部群众和新疆
在邕少数民族同胞举行联谊活动，一起包粽子、烤全羊，分享
民族美食，并开展民族服饰秀、民族歌舞展演以及现场书画展
等活动，迎接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和古尔邦节，增进各民族同胞
交往交流交融。

（覃文武 黄 云 摄影报道）

来宾市象州县百丈乡屯鸾村是
著名的革命村庄之一，2021年当地
党委、政府共投入 200 多万元建成
屯鸾村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将屯鸾
村打造成为来宾市红色旅游示范
村、来宾市红色研学旅游示范基
地、来宾市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

该村依托屯鸾村红色文化底蕴
深厚、交通便利、周边景观丰富的
的优势，引导帮助各族村民进一步
修缮屯鸾村红色炮楼、红色文化广
场、文艺舞台、革命历史纪念馆，
弘扬优良革命传统，让红色基因历
久弥新代代相传，打造独具特色的
拥军村；引进经济能人和农村农业
经纪人，联合屯鸾村村民规模发展
生态产业，打造红色生态产业村。
屯鸾村始终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将学

史力行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以文化聚民心，以服务凝合
力，谱写了民族团结“连心曲”。
该村开展“结对子”“手拉手”“心
连心”等多层次、多领域、多样化
的民族联谊活动，不断增进各民族
感情交流，加强各民族群众交流、
交往、交融，推动民族团结工作常
态化、长效化；组织少数民族同胞
打卡“红色地标”，引导各族群众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用红色文
化助力红色产业、集体经济；紧紧
围绕打造“生态宜居”工作目标，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民族特色旅游、
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推动百
丈经济、社会、文化、民生等各项
社会事业快速发展，将百丈乡打造
成为亮点和“网红”景点之一，进
一步打响“红色百丈”民族品牌。

（李妮娜）

近年来，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
县委统战部、县民宗局高度重视芦
笙和斗马优秀传统民族文化保护、
传承和发展工作，采取三项有效措
施，进一步推动传统民族文化传承
保护工作，并取得实效。今年 5 月
26 日自治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次会议批准了 《融水苗族自治县
芦笙和斗马文化保护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这是国内首部关于芦笙和
斗马文化保护的单行条例，该条例
将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

融水苗族自治县委统战部一直
将芦笙和斗马文化传承保护工作作
为开展民族工作的着力点。据考
证，芦笙、斗马在融水已分别有
2000 多年和 500 多年的悠久历史，
是融水独特的优秀传统文化。由于
受市场经济影响，目前芦笙和斗马
文化保护、传承、发展面临着芦笙
专用竹资源紧缺、斗马种源繁育滞
后、芦笙和斗马文化缺乏深度艺术

创新等实际问题，及时制定相关单
行条例对于强化芦笙和斗马文化保
护，促进民族工作更好发展势在必
行。县委统战部先后组织相关部门
召开了 4 次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和推
进此项工作，明确了工作目标任
务、责任人，由分管民族工作的副
部长亲自抓协调和推进工作。

2021 年 12 月始，县委统战部主
动协调县人大常委会，通过办理代
表意见建议、开展立法项目征集和
立法调研工作，收集部分人大代表
和群众强烈要求立法保护芦笙和斗
马文化的意见建议，并列入 2022 年
条例立法工作计划。同时主动配合
自治县人大常委会逐级向上级人大
机关呼吁，要亟需出台传统民族文
化地方保护条例来加以保护、传承
和发展，争取了上级人大机关等相
关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并于 2022
年3月启动条例立法程序。

县委统战部、县人大常委会组

成联合调研组分别到 10 多个民族节
庆坡会现场，实地察看调研芦笙和
斗马活动的组织实施及场地设施建
设情况，深入行政主管部门、基层
立法联系点走访干部群众、非遗项
目传承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等，多形式分阶段广泛征求县直各
部门、各乡镇和社会公众意见，多
次进行修改完善。委托广西民族大
学法学院立法专家负责条例起草工
作，聘请了一批民俗文化专家为立
法顾问，有效解决了立法技术以及
民俗解释等方面的难题。如条例规
定了保护对象、政府及有关部门职
责、传承和发展措施等，明确了保
护什么、谁来保护、怎样保护。《条
例》 的实施将对融水经济社会发展
以及融水实施“文旅名县”战略，
打造“中国·融水苗族芦笙斗马节”
节庆品牌，推动芦笙和斗马文化保
护、传承、发展工作发挥重要作用。

（陆承东 马忠华 廖 维）

屯 鸾 村 用 红 色 文 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融水立法传承保护芦笙和斗马传统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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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城：

在 邕 各 族 同 胞 共 迎
端 午 节 和 古 尔 邦 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