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8月11日

责任编辑：何宗威
实习生：甘艳红 33广西民族报

GVANGJSIHMINZCUZBAU 民 族 宗 教 动 态

6 月 7 日至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
自治区考察时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
各项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
党的建设等，都要紧紧围绕、毫不偏离这条主
线。南宁市民族工作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
动首府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

出台指导文件，强化组织保障。市委统战
部、市发展改革委、市民宗委、市公安局、市
人社局、市国资委、市工商联联合印发《南宁
市“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行动方案》
（简称“行动方案”），将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
纳入全市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全领域全过程。
在就业创业、生产生活、学习培训中广泛开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工作，累计
在全市 19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举办民族团
结进步文艺汇演 12 次，组织开展民族团结宣
传教育活动 30 余次，开展“培育文明新市民
开启幸福新生活”等民族团结系列志愿服务活
动 100 多场次，切实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
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讲好“南宁故事”

“南宁统战故事”“南宁民族团结故事”增添光
彩。

发挥服务引领作用，打造沉浸式融合发
展。发挥南宁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服务中心、
南宁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法律援助中心和南宁
市各民族群众互嵌式发展服务中心作用优势，
为首府各族群众提供经商就业、住房租赁、子
女入学、困难救助、继续教育、法律援助、医

疗卫生、清真食品等多项服务，深化民族团结
创建活动，推动各族群众在工作中享有同等待
遇，在生活中享受同等福利，在教育中享有同
等条件。今年 1—6 月份，共接待服务各族群
众 300 多人次。统筹推进 4 条少数民族创业
街、29 个创业孵化站，孵化了 38 名少数民族
创业型“小老板”和创业先锋。举办各族群众
互嵌式发展促就业专项招聘会，邀请进入招聘
现场的企业和用人单位共 42 家，涉及管理、
服务、餐饮、电子及家政等3088个岗位。

搭建平台，完善机制。以来邕外来少数民
族人员为重点，推动“来邕”与“驻邕”各族
群众融合发展。建设全区首个“宣传教育、服
务保障、就业创业、面向东盟”“四位一体”
云平台——南宁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众
创云平台，与“爱南宁APP”等服务平台建立

互通渠道。2022 年 1 月该平台上线启动以来，
点击量 5 万人次，服务 3950 人次。深化“南
宁市外来务工人员文化艺术节”工作品牌建
设，连续 18 年举办外来务工人员文化汇演，
第一时间为外来务工人员送上南宁最温馨的
祝福。今年以“同在蓝天下·共筑幸福梦”为
主题，为“来邕”与“驻邕”各族群众搭建
平台，共同唱响壮美广西美丽画卷动人旋
律。全市各级各部门平均每年举办各类联谊
交流活动超 100 场次，各族群众参与互动超
百万人次。当前，全市各族群众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深入践行“广西是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区，要发挥好示范引领带动作用”讲
话精神，为首府南宁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
氛围，提供了团结力量。

（黄薪蓉 韦雪妍）

靖西市立足“边”的特点，创新工作载
体，围绕“文化固边”“产业兴边”需求，
通过优化非遗传承机制、创新发展融合机
制、推动非遗融合机制等实现非遗保护传承
和发展水平的显著提升，有效发挥民族优秀
文化传承引领作用，在南疆国门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多措并举，聚焦“传承弘扬”，持续增
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力。一是开
展“非遗+研学”活动，发挥学校在非物质
文化遗产教育和传承中的主阵地作用，推动
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的普及和传承；在景区
设立绣球、壮锦展示馆，开办技艺培训班
等，吸引研学游客参观学习，丰富游客旅行
体验。二是推进“非遗+演艺”，以南路壮
剧、提线木偶戏、壮族末伦等非遗文化为基
础，打造一系列文艺表演精品，拓展文旅推
广舞台。三是融合“非遗+节庆”，在节假日
开展非遗展演、非遗美食展、非遗摄影图片
展、非遗体验专区等活动项目，推进文化和
旅游融合发展。目前累计邀请壮锦、末伦、
绣球、剪纸、花灯技艺等非遗传承人走进市
区 10 余所中小学和景区教授手工制作技艺、
演出授课，普及非遗保护知识，举办弘扬传
统优秀文化系列活动 2000余期，吸引 2万余
人参加。非遗表演演出 300 余场，实现旅游
收入3.1亿元。

产业激活，聚焦“示范引领”，持续增
强非遗创新发展源动力。选任靖西市绣蕴坊
绣球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广西靖西梁鹏食
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担任靖西市工商联第三届
执委会副执委职务，以统一战线“万人助万
企”活动计划助力靖西壮族绣球制作技艺、
壮族织锦技艺、靖西壮族酸嘢制作技艺、靖
西大果山楂食品传统制作技艺等传承发展。
以“政府+企业+村集体+农户”的发展模

式，通过政策引导、商农互助、文旅融合等
方式，发展壮大农村妇女在自己家里“背着
娃、绣着花、养着老、护着家”从事绣球制
作。目前，靖西市年产绣球50多万个，收入
超1000万元。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
护，建立市、乡（镇）、村、组、户五级传承
网络，全市拥有国家级非遗名录 2 项、自治
区级名录 26 项、市级名录 33 项、县级名录
122项。先后培养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名、区
级传承人18人、市级传承人5人、县级传承
人 7 名。多次组织党员干部前往首批国家
（广西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
范基地靖西壮锦厂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活动。

数字赋能，聚焦“文化兴边”，持续推
进非遗传播扩面增效。整合靖西市农村电商
公共服务中心的资源，完善公共服务功能，
筛选绣球、壮锦、供纸制作、花灯习俗等获
得国家级、自治区级、百色市级33个非遗名
录和87个产品的基础数据，建立靖西产品数
据库；与16家企业签订产品代销协议，以短
视频、直播带货、美图美文等形式在线上线
下对靖西特色非遗产品进行全方位宣传推
广。充分利用本地青年企业家商会会员绣蕴
坊新阶层实践创新基地“锦绣靖西·先锋主
播”专业优势和影响力，以绣球为主打产
品，依托“互联网+非遗+文创”模式，围绕
集基地、生产、培训、旅游为一体的非遗产
品全产业链销售经营服务，在淘宝网开展

“市长带货直播”“电商大集”等活动，建设
以壮锦、绣球为主题的民风民俗展、非遗展
示馆，进而带动当地“壮乡农民画”、提线
木偶戏、南路壮剧、末伦、花灯习等文化产
业，提升产业综合效能，助力非遗文化在新
媒体平台传播。

（黄凤云）

“党员同志经常来家里帮忙解决困
难，我感到很温暖。”8月4日，河池市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东门镇东勇村旧良喃
屯 91 岁高龄留守老人吴玉荣给党员志
愿者竖起大拇指点赞，感谢他们帮忙打
扫家庭卫生。这是东勇村坚持党建引领
乡村治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培
育文明乡风的暖心一幕。

据悉，该村以建立群众舒适生活乐
园、道德示范家园、乡愁记忆故园为目
标，构建“红色网格”，筑牢人民群众

“幸福圈”。“红色网格”由村民推选
“村委干部+党员中心户+网格员”组
成，在 12 个屯设置政策法规宣传员、
产业发展领航员、乡风文明倡导员、矛
盾纠纷调解员、环境卫生监督员等5类
网格员。针对村民遇到的难题和需求，
网格员通过现场处置、上报村委处理或
通过“党群理事会”“板凳会”协商的
方式解决。对超出村委职责范围的事项
以及突发性紧急情况，则上报上级处置

并进行跟踪处理。
行走在东勇村，只见干净整洁的道

路旁，“微花园”“微菜园”“微果园”
整齐布置，小朋友们使用运动器材锻炼
身体，老人们在便民凉亭休憩纳凉，一
幅美丽而宜居的画面映入眼帘。笔者在
这里感受到的是文明之花遍地盛开，人
们的归属感和幸福感沁入心田。

今年以来，该村通过“支部牵头、
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方式制定完善
村规民约，修订推出涉及婚丧嫁娶、环
境卫生等一系列符合实际、贴近群众的
村规民约。村内党员化身宣讲员，通过
红色课堂、大喇叭播音、小分队宣讲等
方式宣讲 20 场次，将移风易俗各种政
策传播到各家各户，带头签订和执行移
风易俗承诺，引领村民破除厚葬薄养、
大操大办、打牌赌博、封建迷信等陋
习，评选出“文明示范户”5 户，营造

“比赶超”氛围。此外，还建立了激励
机制、培训机制和考核机制，以提高党

员干部服务群众的效率。
“我们今年成功调解山界、田地、

宅基地、家庭矛盾等纠纷 27 件，不让
小事出村，邻里和睦、家庭和谐已蔚然
成风。”该村党总支部书记、村民委主
任吴福杰介绍。

该村创新创建“党群议事厅”议事
平台，大力推行“一约四会”村民自治
制度，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精心制定助
春耕、修水渠、抢秋收、洁家园等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清单。今年以来相
继开展田间地头送技术、慰问送温暖、
法治知识比赛、戏曲进乡村等形式多样
的活动 12 场次，将文明乡风的培育融
入村民生产生活各方面。近年来，该村
提交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市脱贫
攻坚先进集体、河池市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建设示范点、河池市乡风文明建设
试点村等亮眼成绩单，人民群众满意度
和幸福感持续提升。

（吴婉诗）

南宁：三举措推动首府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

8月4日，游客在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镇程阳八寨景区体验侗族百家宴。盛夏时
节，程阳八寨风情炫动，景区人气爆棚。

近年来，三江以程阳八寨创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为契机，着力深挖民族
文化优势资源，全面提升旅游景区景点“吃住行游购娱”品质和旅游服务管理水
平，积极培育民族村寨、休闲农庄、生态康养等新业态，让侗乡独具特色的歌舞文
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农耕文化等成为“吸睛”名片，吸引众多游客前往观赏
体验。图为百家宴情景。

（龚普康 梁秀明 摄影/报道）

靖西：“三聚焦三增强”赋能非遗传承

罗城东勇村：“红色网格”圈画文明乡风“满格”幸福

▲罗城东勇村村民在“党群议事厅”共商民生实事。

三江：暑日侗寨人气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