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林是个宝、吃穿全靠它，无山瑶难生、无树瑶难存……”金秀瑶族自治县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里瑶族群众在用瑶语练习瑶族石牌习俗仪式“料话”发音。
这是由金秀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金秀文化馆主办，茶山瑶文化协会、花篮瑶文化
协会协办的“2023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规约习俗——（瑶族石牌
习俗）传承人培训班”的一个场景。

据悉，此次瑶族石牌习俗培训班从9月1日开始至9月16日结束，设县城班和
六巷乡班，培训班共有来自瑶族石牌习俗传承人、有志于传承瑶族石牌习俗的瑶
族群众及社会人士50人参加。

培训班采用集中授课、分小组讨论、田野调研等方式进行，集中学习了《瑶
族石牌的历史》《新时期石牌的作用》《新石牌处罚村民偷盗八角典型案例》《石牌
料话发音》等课程；分组讨论“新时期法律法规健全的情况下村规民约如何注入
新内容”“如何在有条件的村寨恢复立石牌仪式”；对瑶族石牌存续情况，订立新
村规民约覆盖情况、传承人传承情况进行系统调研。

“瑶族石牌习俗”是瑶族在历史上为求得生存发展、维护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
治安，将全体村民讨论通过的规约镌刻在石牌或木板上，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
行为规范。

2021年“瑶族石牌习俗”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新时期的瑶族石牌习俗，在调解民事纠纷、维护民族团结、基层经济管理、

维护社会治安、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构建和谐社会等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图为学员研究瑶族石牌内容。

（庞晓华 叶明峰 刘保成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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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精神，是指引我们前进的动
力……我要永远为村里的老百姓做事，直到我
做不动的那天……”9 月 8 日，柳州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党员干部到融水苗族自治县安陲
乡江门村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江门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杨宁正在给党员干部讲党课。

课上，杨宁分别从参加党的二十大所见所
闻、所思所感，以及近年来在脱贫攻坚上、乡村
振兴中的做法，遇到的困难及如何摆脱困难，
带领村民一起走上致富路等方面进行分享。

杨宁是土生土长的苗家女孩，2010年大学
毕业后她选择回到家乡发展，先后担任大学生
村官、村委会主任及村党总支书记等职务，全
心全意为贫困群众纾困解难，带领村民在大苗
山战贫困、拔穷根，发展产业，创建品牌，建立
电商服务中心。为了带动村民发展产业，她甚
至不惜偷偷把家人为她在融水县城买的一套
婚房卖掉，将所得的30多万元用作产业启动资
金。13年来，杨宁扎根苗寨，坚守初心，带领村
民脱贫致富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用青春与汗
水书写时代答卷，先后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最美巾帼奋斗者”“第八届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感动中国 2022 年度人物”等荣
誉称号。

目前，江门村建起了占地40亩的乡村振兴
产业园。仅腊味加工厂，在2022年的产值就达

200多万元。产业园预计在今年年底部分交付
使用，山泉水厂和腊味加工厂两条生产线投产
后，将成为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的重要来
源。杨宁将继续扎根苗寨，为乡村振兴贡献自
己的力量，跟乡亲们一起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让苗山更美、苗寨更富、苗家人更幸福。

“杨宁书记十几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带领
乡亲们脱贫致富的奋斗历程震撼我的心灵。
我是一名新时代住房公积金管理者和服务者，
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服务是我的职责。在今
后的工作中，要像杨宁书记那样，勤勉履职、无
私奉献、不畏困难、苦干实干，用担当和奉献兑
现入党时的铮铮誓言，用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
绽放青春。”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青年
党员李丹说道。

“今天听了杨宁书记的精彩党课，我深深
地受到感染。作为一名住房公积金行业的领
导干部，我要从杨宁书记的担当精神和奋斗之
志中充分汲取营养，团结带领单位全体党员干
部职工向榜样看齐，立足岗位用心用力用情为
各族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用住房公积金助企
惠民、纾困解难的实际行动，担负起解决住房
困难，改善居住条件的历史使命，奋力谱写新
时代住房公积金服务群众新篇章。”柳州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黄水育说
道。

□ 本报记者 黄 云 文/图

学习苗乡模范 汲取奋进力量

▲党员干部聆听杨宁的现场党课。

为进一步推广和普及农业生产科普知识，
提升农民科学素质，增强农民致富能力，近日，
金秀瑶族自治县罗香乡龙坪村驻村第一书记
李林杰带领龙坪村群众代表 20 余人，到柳州
市柳城县沙埔镇古仁村考察调研麻竹低产林
改造。

“坑挖深一些，在明年清明前后种下去，
同时结合龙坪村实际地理条件，开展麻竹种
植。”广西生态职业技术学院麻竹种植专家向
长武在麻竹种植基地开展种植技术培训指
导，强调了种植要领，龙坪村群众代表在一
旁听得津津有味。大家还参观了古仁村人
大代表联络站、酸笋加工厂、专业合作社等
地，听取了古仁村委干部带领本村群众发展
麻竹产业的情况介绍。

“龙坪麻竹种植历史悠久，麻竹笋也是村
集体酸笋厂的主要原材料，但也面临着品种有
待改进、缺乏种管技术等问题，亟需开展麻竹
低产林改造。”龙坪村党总支部书记陈清飞
说。今年6月，向长武受驻村第一书记邀请到
龙坪村开展麻竹种管技术培训，这次又受邀一
同到古仁村考察调研麻竹低产林改造，为龙坪
村接下来开展麻竹低产林改造支招，助力乡村

产业振兴。
“通过这次考察学习，大家对龙坪村开展

低产林改造，发展麻竹产业有没有信心？”李林
杰在考察调研后的座谈会上问道。大家在会
上踊跃发言，对如何发展龙坪村麻竹产业、建
设和美龙坪积极建言献策。“李书记，有广西生
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专家技术指导，我对发展
麻竹产业非常有信心，这次考察学习回去后，
要开始谋划麻竹种植，促进增收。”龙坪村古潭
屯村民陈甲参加考察调研后对驻村第一书记
说到。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近年
来，广西生态职业技术学院不断创新统一战线
工作思路，积极发挥新时代高校统一战线人
才、知识、技术等优势，通过驻村第一书记牵线
搭桥，组织各领域统战人士开展乡村产业发展
所需的技术指导和推广运用，为乡村产业提质
增效保驾护航。在该校的帮扶下，龙坪村发展
酸笋加工、瑶泉生态鱼养殖、腐竹生产等产业，
带动群众增收，村集体经济收入已连续两年超
50万元。

（刘 慧 谢裕增）

9 月 8 日，桂林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
政协党组副书记蒋育亮走进市委党校，围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为 2023 年秋
季学期主体班学员进行了“百里漓江石榴红”
大讲堂专题授课。

此次讲座以“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形
成和发展过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重要意义、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桂林实践等四个方
面，带领学员们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一理念的形成、意义、做法以及桂林市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实践经验进行
了深入的学习和探讨，让学员们对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新时
代桂林民族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蒋育亮在授课中指出，做好新时代民
族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各位学员要提高
认识，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同心协
力、开拓进取，为推动新时代桂林市民族工作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委党校 2023 年秋
季学期主体班学员，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委、
市侨联全体干部职工参加听课。

“百里漓江石榴红”大讲堂系列宣讲活
动，是桂林市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十进”
活动，主动融入全市大宣教工作格局，纳入国
民教育、纳入党员干部教育、纳入社会教育的
具体举措。今年以来，该活动已在各级党校
（社会主义学院）、机关单位、中小学校和社区
（乡镇）组织宣讲 160 场次，受众 2 万人次。“八
百里漓江石榴红”大讲堂在全社会营造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良好舆论氛围，引导
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
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巩固中华
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
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
同建设伟大祖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陈 鹏）

“百里漓江石榴红”大讲堂走进桂林市委党校

发挥高校资源优势，助力农民增产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