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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有 11 个世居少数民族，是少数民族
人口最多的省区。“十三五”期间，广西共建
成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易地搬迁安置点 506 个，
安置 16.39 万户 71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其
中，少数民族11.02万户51.43万人，占搬迁人
口的72.42%。

近年来，为进一步深化安置点居民“稳得
住、有就业、能致富”，广西先后出台《易地
搬迁集中安置点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示范点实施方案》《广西强化易地搬迁后续扶
持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采取一系
列措施，推进监测帮扶、就业帮扶，安置点帮
扶产业园区建设、配套设施建设、社区治理、
社会融入等工作，促进搬迁群众融入新社区，
适应新生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近日，记者到南宁上林县、贵港桂平市等
地走访发现，更多的脱贫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
业，并在易地安置点及工厂书写了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新篇章。

工厂开到家门口
就业顾家两便利

今年 56 岁的蓝小芳，早上出门走到上班
的工厂，只需几分钟。这位大半生在村里务农
的普通村妇，自2018年8月从老家——正万村
弄坤庄搬迁到南宁市上林县镇圩瑶族乡的易地
搬迁安置点后，命运大为改观，在安置点小区
200多住户的大家庭中，她幸运地在家门口的
工厂上班。

蓝小芳上班的工厂是南宁中禾箱包有限公

司在镇圩瑶族乡移民安置点设的分厂，目前3
条生产线上有 60 多名员工，生产大疆无人机
的包装袋。蓝小芳负责剪线头的工作，月薪约
2000 元，能在家门口找到这样一份工作，蓝
小芳感到充实而满意。目前，跟蓝小芳一样在
厂里工作的建档立卡户有8人。

工厂流水线上的技术工收入更高。来自东
罗村里东庄的瑶族妇女蓝艳飞就是这样的技术
工。今年41岁蓝艳飞在厂里工作3年，她从最
初跟管理人员边学边做、日薪 50 多元的学徒
工起步，如今已成长为熟练工，每天最高可挣
160元工资。

“在这里工作，离家近，有工资补贴家
用，又可以接送孩子上学，家里有事还能请假
回去看看。”蓝艳飞对记者说，她年轻时候曾
外出务工，结婚生娃后，为了照顾孩子，只能
留在村里耕田种地；2021 年，工厂开到镇
圩，她终于又可以工作领月薪，两个孩子中大
的目前已大专毕业实习。

蓝小芳、蓝艳飞的生活是镇圩瑶族乡群众
实现家门口就业的缩影，也是广西各级政府持
续加强易地搬迁就业帮扶和产业发展工作、千
方百计增加各族搬迁群众收入的生动实践，是
各民族同胞在易地安置点新家园里休戚与共、
在家门口工厂共事共乐的样本。

“我们厂现在为大疆无人机加工包装袋，
订单是 48 万个，现在才做了 10 多万个，人员
还有缺口，所以我们长期招工。” 南宁中禾箱
包有限公司镇圩瑶族乡分厂厂长刘汉兵说，

“公司总部在上林县城，已在上林县的 5 个乡
镇开设分厂，壮、瑶、汉各族同胞在厂里和睦

共事，亲如一家。”
镇圩瑶族乡党委书记陈淑雯表示，镇圩瑶

族乡正以筹备 2024 年的 40 周年乡庆为契机，
着力推进全民健身中心、易地搬迁安置点配套
产业车间及配套设施（一期）等项目建设，把
该乡建设成为生态宜居、布局合理、特色各
异、功能完备的宜居小集镇。

目前，上林县至少有 51 间乡村就业帮扶
车间，6家乡村就业工厂，常年带动3602人稳
定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1184人。

大藤峡移民移出大成效
民族团结意更浓

桂平市是贵港市易地移民安置重点 （县
级） 市，仅大藤峡水利枢纽移民安置点就有7
个，其中渡头、黎明、大成塘、碧滩、柳欧岭
等 5 个移民安置区共 1849 户 7633 人，在南木
镇组成桂平市最大的社区——大成社区，社区
居民主要从事船舶行业。

原大藤峡水利枢纽总工办主任严来光介
绍，黔江干流原来最高只能通行 300 吨的船
只，水急滩险事故多，素有“魔鬼水道”之
称。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让黔江变成
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船闸每次可通行 6 艘
3000 吨的船只，每天可运行 14 至 16 闸次，从
事船舶业的群众更安全，收益更高。

“桂平市大成社区居民成立有 6 家船务公
司，从事船舶运输业的约有3000人。” 南木镇
宣传委员兼统战委员张严方对记者说，“大成
社区居民来自 3 个乡镇 11 个村，有壮、瑶、

回、彝、布依、仫佬等民族，大家在新社区里
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除了船舶业，大成社区还与辖区内 10
余家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共建共治共享机制，
引进纺织服装厂，让社区居民实现家门口就
业。”大成社区副主任吴景荣说，“2018 年移
民到大成社区后，社区居民外出务工的人比
较少，都在附近务工、经商，按照国家的政
策与市场走势，我们规划、服务好社区经济
发展。”

近年来，大成社区严格落实上级党委政府
的政策，围绕“搬得进、稳得住、能发展、双
富足”的发展方针，持续推进社区发展。2022
年大成社区被评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社区”。

大成社区是贵港市易地移民安置的一个样
本。截至目前，贵港市在易地移民安置点周边
已建成就业帮扶车间 18 家、产业基地 27 个、
合作社 17 家，解决群众家门口就业数以千
计；在 10 个易地搬迁安置点及周边新建和改
扩建配套 27 所学校、18 所医疗机构、11 处休
闲健身器材 （场所），为各族群众在居住、教
育、医疗、娱乐上提供便捷、舒适的生活环
境，更好融入社区。

同时，在安置区内利用同心文化载体、
农家书屋等场所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
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营造各族群众
和谐融居的浓厚氛围，并在春节、元宵节等
年节时机，举办系列“融入”大型文体活
动，让游客和当地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增进

“五个认同”。

中秋节到来之际，在南宁市马山县古寨瑶族乡古今村，村集
体给64户瑶族、壮族等各族同胞发放中秋节月饼，48岁的蓝爱理
正是其中之一。

“女强人”蓝爱理家在东竹屯，在家带孙， 2亩地全种佛手瓜
苗，还养 4 头牛 8 头猪，今年仅摘佛手瓜苗就卖了 1 万多元。“牛
卖了两头，猪都长到100公斤了。”26日下午，蓝爱理笑容可掬地
向记者介绍，牛、猪粪作为佛手瓜种植的肥料特别好，佛手瓜嫩
苗采摘期从2月到11月，家家户户经常相互评比谁种得好；最忙
时村民凌晨2时就起床摘到上午8至9时，采摘日每天卖得70多元
到300多元，一天她个人收入359元，创造古今村个人最高记录。

古今村辖 42 个屯，共有 593 户近 2000 人，村部距乡政府 4.5
公里，地处“九分石头一分地”的石山区，人均耕地仅0.9亩。

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政府修水泥路到村屯，古今村两委
班子在上级党委政府领导支持下，由村支书、致富能人潘云飞带
领，成立古今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做大集体养猪场，建立40
亩佛手瓜苗示范基地，然后发动群众搞种养，利用有限耕地及房
前屋后路边见缝插杆种植佛手瓜苗。今年，全村有 144 户共种植
272.6亩，日均采摘5000多公斤，一般经村冻库包装、装箱，当日
用村集体的冷链车运往南宁的金桥、海吉星批发市场，再批发到
全国各地市场。有时根据客户需要，冷链处理后衔接大巴车直发
广东。

“今年价格比较好，每斤卖 2 到 3 元，村集体也创收，村民有
收入，古今村的乡村振兴路越走越宽。”潘云飞自信地说，“2022
年村集体收入达到 15.54 万，村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达到 11981
元。”

古今村产业发展是古寨瑶族乡经济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目前，佛手瓜苗是古寨最兴旺的产业，种植面积近 2000

亩，全乡人均耕地不到6分的现实里，这也是不容易的。”9月26
日下午，古寨瑶族乡党委书记陆家宝介绍说，“古寨瑶族乡共有5
家佛手瓜生态种养合作社，旺季每天可出嫩瓜苗达1.4万公斤，现
在每天也有5000公斤，让留守村庄的村民也有一份补贴家用的可
观收入。”

据悉，目前，古寨瑶族乡以佛手瓜产业为乡村振兴重要抓
手，努力推动金银花传统产业发展，支持群众养牛羊猪鸡等微型
产业，为乡村振兴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奠定物质基础。

今年年初，古寨瑶族乡被国家民委命名为“第十批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乡镇”，琴榜屯被命名为“第三批广西民族特色村
寨”。7 月 29 日，古寨乡贤联谊会成立，近百名乡贤返乡叙乡情、
谋发展，为瑶乡古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鱼翔浅底游岁月，壮美生活踏歌来。10 月 10 日，
龙胜各族自治县瓢里镇举办第九届“鱼宴节”活动。节
日当天，万人共聚瓢里小镇，传统捕鱼展示、鱼苗放
生、鱼生擂台赛、浑水摸鱼、欢乐游园等活动相继举
办，“瓢里鱼生”“壮绣”“北壮唢呐”“六甲歌”等文化
遗产，铺陈出非遗长街的人间烟火。来自天南地北的各
族群众共尝瓢里鱼生长桌宴，共品壮家小酒，齐看鱼生
擂台赛，齐玩浑水摸鱼，齐观特色民俗表演，活动现场

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据悉，龙胜瓢里镇自古以来就是连通贵州省、湖南

省和柳州市的交通要地，也是珠江水系龙胜最重要的河
运商贸码头，这里的人民世代捕鱼，“鱼”文化浓厚，
每年的10 月 10 日，渔民们在这天撒开十全网寓意着生
活丰裕、年年有余，用捕上来的鱼设宴款待过往船客。
现如今，“鱼宴节”已成为龙胜各族群众聚会、商贸交
流和文化展示的一个重要平台。 （粟钰淇）

寒露时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境内晚稻即将成熟，渐黄的稻田与翠绿的青山、整齐的民房、乡间道路相
映成趣，构成一幅宜居乡村秋景图。

图为10月8日，在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乔善乡板团村拍摄的乡村景色（无人机照片）。
（韦如代 摄影报道）

□ 本报记者 陆照德 韦颖琛 黄 云

工厂开到安置点 民族融合气大成

□ 本报记者 陆照德 韦颖琛 黄 云

佛手瓜苗旺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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