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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筑就民族团结之梦，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走进拥有 49 万人
口，少数民族人口占 94.4%的大化瑶族
自治县，笔者找到一份合格答卷。

大化积极探索创新，同心共育、多方
联动、多措并举深入创建自治区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县，促使全县瑶族、壮族、汉
族等14个民族和谐交往交流交融，如一
株株茁壮的石榴，根深叶茂，漫山红遍，
籽籽同心，汇聚起各民族团结奋进的磅
礴力量。自治县先后荣获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集体及模范个人各2个，获得
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模范个人
分别为20个、24个。

同心浇灌 向阳而生
“心如花木，向阳而生。”
“民族团结的阳光，就是良好的传统

美德，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
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大化创建
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工作领导小
组常务副组长王丹华说。

在大化，民族团结教育被纳入国民
教育及干部培训体系，纳入居民公约、村
规民约、行业公约等重要内容，培育民族
团结之根。

立德树人，夯实民族团结思想之
基。各部门充分利用古河革命纪念馆、
大化民族博物馆等各类红色资源，通过
党课宣讲、现场教学等方式，传承革命文
化，促进干部群众忠诚于党、爱国敬业、
品德高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
园。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机关
（单位）、乡镇、村屯（社区）、学校、企业、

宗教活动场所、连队等“七进”活动，增强
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感。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进校园、进课
堂，让我了解了各民族的语言文字、英雄
人物和发展历史，增强了我的民族团结
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大化民族中学学生
唐莉颖说。

同心浇灌，让民族团结之树向阳而
生。

精心打造 根深蒂连
根深蒂连，叶茂枝昌。
民族团结重在交往交流交融。
今年“壮族三月三”，大化岩滩镇呈

现了居民挑着彩蛋赶歌圩、千人碰蛋万
人歌的的景象。这是依托民族传统节
日，让山歌比赛、美食比赛等民族节庆活
动成为常态，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友谊深
化的结果。

在全县各个易地扶贫安置点，大化
党委政府组织开展“党群联结交融、文化
联心交融、景城联建交融、产业联营交
融、警民联创交融”“五联五融”活动，促
进各族搬迁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
事、共乐。古江安置区搬迁群众先后有
223对各民族青年喜结良缘。

促进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开展学
校间“一对一、手拉手”结对交流活动。
大化一小与日照市东港区第五小学两校
青少年，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携手
开展“手拉手心连心 中华民族一家亲”
系列活动，共植同心树，共绘同心圆。

加强民族文化传承与交流。在大化
实验小学建立“广西山歌传习基地”，让

学生学习传承各地山歌，促进文化交流。
大化建立县、乡、村三级便民服务网

络，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保障各族人民权
益。同时成立“双语巡回法庭”和“水上
法庭”，设置“老庚”警务室、“呗哝”调解
室，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普法、维权、调解、
政务服务等各项工作，有效解决各种问
题和矛盾，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漫山红遍 靓丽繁荣
多年来，大化民族团结进步之花绚

丽绽放，漫山红遍，籽籽同心。
各族干部群众，凝聚奋进力量，促进

各民族共同繁荣。大家同心协力建成了
四好公路1000多公里，家庭水柜1万多
个，建成农村新楼房 3 万多座……有效
解决了瑶山群众出行、饮水、住房、上学、
就医等难题，公共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农
村人居环境不断优化。

大化打造了七百弄山羊、大头鱼、七
百弄鸡、白玉薯等多个“三品一标”农产
品，七百弄鸡两次入选全国两会餐桌，已
成为全县特色主导产业。巩固拓展了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工作有效衔接。

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
落地生根，“奇美水城”、百里画廊等4个
景区获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达吽小
镇获评国家慢生活休闲体验区。农业、
美食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使民族经济
蓬勃发展。

北景镇积极探索“民族+N”模式，将
民族风情、乡村风貌、库区景观、民俗文
化等深度融合，打响“‘渔’味无穷，领‘鲜
’世界”的北景渔旅小镇特色品牌。

以前移民常常上访闹事的岩滩库
区，如今已建成幸福和谐新库区。

近年来，凌云县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主线，着力构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途径，聚焦经
济互嵌、空间互嵌、文化互嵌，促进各民族在空间、
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形成
共同体理念。

聚焦经济互嵌，共享改革成果

享受自治县待遇 30 年来，凌云县认真贯彻落实
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发展富民特色产业，坚持谋
长远与短平快相结合，重点发展白毫茶、桑蚕、特
色水果等种植业，实施“养好鸡鸭·留住爸妈”工
程，推动农业产业扩量，提质增效。近三年全县农
业总产值保持 9%以上的增速。推进农林产业深加
工，围绕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定位，推进茶酒、桑
果酒加工，打造白毫茶、桑蚕加工全产业链，以
农产品精深加工，带动全县 8 万余人参与茶、桑产
业发展，年人均增收 2200 元以上。布局建设绿色
高端家居产业园区，推进林木绿色产品精深加
工，在实现工业产值倍增的同时，解决县内 5000
多群众就近就业。推进全域旅游，积极发展“候
鸟型”康养旅游和“民宿型”旅游等融合发展。
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目标，以“泗

水缤纷”田园综合体建设为主要抓手，在县域内
开发民宿、农家乐、采摘体验园、民俗文化体验
等农文旅业态，近 3 万群众吃上“旅游饭”。推进
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全县由两个以上民族组成
的家庭达 10260 个。

聚焦空间互嵌，推动深度融合

建立“党建+邻里自治”模式，建设“党员先锋
承诺墙”“乡村善治笑脸墙”，形成了党群联动、齐抓
共管的乡村自治局面，调动各族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
主动性，实现了从“要我参与”向“我要参与”的转
变。实施“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民营企业招聘
月”“点对点”专车等专项招聘活动。2023 年以来，
职业技能培训10期488人，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88398 人，城镇新增就业 1110 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241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102人，解决2476名进
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问题，确保嵌得进、稳得
住、留得下。解决好县域流动人口就业落户、社会保
障、就医就学、租房租赁等工作。创建各民族留守妇
女交往交流交融平台，组织开展民族手工艺等技艺培
训和家庭保健、家政服务等就业技能培训，实现弘扬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提高各民族留守妇女就业技能和

自立能力双赢。广泛开展“结对子”“手拉手”“心连
心”“一家亲”等形式多样的联谊交流活动。积极构
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互嵌式社会结
构和融居环境，增强各族群众生活的归属感、获得
感、幸福感。

聚焦文化互嵌，增进文化认同

利用红八军彩架突围战遗址等红色资源，邀请红
军后代、革命老战士为村民和游客讲述红色故事，深
植爱党爱国爱家的情怀。充分挖掘“泗城古州府”文
化、茶文化、各民族文化等资源，实现“阵地共建、
资源共享、功能共融”，在创建工作、政务服务、社
会治理和服务群众上实现统筹联动。精心打造集非遗
传承、民族讲堂、民族文化、同心书屋、爱心驿站、
职工之家等功能为一体的“中华民族之家”，提供休
闲娱乐、文化活动。利用宪法宣传周、民族团结进步
宣传月和各类民族节庆等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进
行就业指导和生活关怀等多种服务。实施促进各族群
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三项计划·桂在
行动”，拉近邻里感情，增强民族团结，促进文化认
同。激发各族干部群众参与到“桂在行动”上来，推
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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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壮族三月三”，大化岩滩镇上演“千人碰蛋
万人歌”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喜人情景。

▲2022年布努瑶祝著节，大化达吽小镇各族搬迁
群众欢唱《迎客歌》。

▲今年5月20日陀螺比赛现场。

▲今年4月15日，大化举行五色糯米饭厨艺大比拼活动，几位壮族女同胞用五色糯米饭书写
“中华民族一家亲”七个大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