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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民族理论方面作
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为我们做好
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
治区，长期以来就有各民族“同顶
一片天、同耕一垌田、同饮一江
水、同建一家园”的优良传统。我
们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
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奋力建设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
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边
疆稳定平安家园，不断开创边疆民
族地区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

持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思
想基础，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
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
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
带。我们坚持引导全体壮乡儿女牢
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
化观、历史观，坚定“五个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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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广西是从不
缺乏精神追求的地方，在伟大革命
斗争年代中孕育出了百色起义、龙
州起义、湘江战役等伟大精神，在
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中涌现出“改
革先锋”韦焕能、“时代楷模”黄大
年、“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

“抗疫烈士”梁小霞等一批先进典型
和榜样群体，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
西凝聚起了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广西
12 个世居民族和其他 44 个民族在历
史中形成了独特灿烂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构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持续深化壮族三月三、瑶族
盘王节、侗族多耶节、苗族跨坡
节、京族哈节等节庆活动，大力传
承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全面增进
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语言
文字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广西
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多文
字的地区，当前所有中小学 100%使
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教学，普
通话普及率 85.68%，高出全国 4.96
个百分点，位居西部地区前列，全
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使
用，持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归属
感，对国家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
认同感，对民族团结进步的自豪
感。

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
础，建设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幸福家
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对广西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提出“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
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
力量所在、希望所在”“在推动边
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
子”等重要指示要求，我们牢记嘱
托，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为扎实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
量发展注入广西力量。扎实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实施工业强桂
战略，加快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全
力打造现代服务业体系，形成了 10
个千亿级工业产业集群、6 个千亿
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和一批现代服
务业集聚区。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
强，近 10 年来，累计突破重大技
术近 400 项，高新技术企业保有量
突破 3700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对
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30%。积极
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深入实施
开放带动战略，主动对接长江经济

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等国家战略，持续
推动中国—东盟开放合作走深走
实，高质量实施 RCEP。刚刚过去
的 第 20 届 东 博 会 和 峰 会 成 果 丰
硕，贸易额增长了 40 多倍，东盟
连续 23 年成为广西第一大贸易伙
伴。当前广西正举全区之力推进西
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
设，建成后将结束广西沿海但不能
直接通江达海的历史，持续提升我
国与东盟及“一带一路”国家之间
的互联互通水平。绿色是新时代壮
美广西的靓丽底色。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当好保护广西山山水水的

‘ 二 郎 神 ’ ” 的 殷 殷 嘱 托 ， 擦 亮
“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
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坚决筑牢南方生态安全屏障。
2022 年，广西地表水水质优良比例
达 100%，全国排名并列第一，森
林覆盖率达 62.55%，排名全国第
三。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居
全国第二。

广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建设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和谐家
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促进
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
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
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
深。广西是习近平总书记称赞的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
“民族团结、民族交融最成功的地
方”，我们持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
用，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
流、深度交融，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
是民族团结融合的真实写照。广西
是全国为数不多的聚齐 56 个民族
的省区之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显示流动人口 952.25 万人，较 2010

年增长 71.01%，加快形成了各民族
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布
格局，全区由两个以上民族组成的
家 庭 多 达 163.66 万 户 ，“ 十 口 之
家、情融五族”在广西比比皆是，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度深度空
前。“八共”目标是厚植民族团结
融合的沃土。我们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共居、共
富、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
乐、共维“八共”目标，共同描绘
各族人民亲如一家，共绘和谐发展
的新画卷，持续构建互嵌式社会结
构和社区环境，巩固发展和睦相
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
面。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是民族地区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已实
现民航片片通、水运条条通、市市
通高铁动车、县县通高速、乡镇和
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和客车，行政
村“双千兆”网络全覆盖，建成村
级公共服务中心 14295 个，少数民
族聚居区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达
1.49 万 元 ， 高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
2020 至 2022 年，自治区财政累计
下达少数民族聚居区一般性转移支
付 4475 亿元，占全区 61.08%，基
本公共服务体系日臻完善，教育、
医疗、就业、居住的便利度持续加
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
强。

把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落实到
各个领域，建设边疆稳定平安家
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依法治理
民族事务，确保各族公民在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我们坚持依法治理民
族事务，把积极推动民族事务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模范
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广西因地

制宜成立了 12 个自治县、3 个享受
自治县待遇县和 59 个民族乡，自治
区人大代表和自治区政协委员中少
数民族占比分别达42.3%和30%，建
立了 3000 多个“民族之家”和服务
中心，为各族群众提供全方位服
务。我们持续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确保国家法
制统一和政令畅通，确保全区各族
公民享有同等地位、享受同等权
利、履行同等义务、平等参与各项
事务。持续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定实施4项自
治区、6 项设区市地方性民族法规，
12 项自治县自治条例和 27 项单行条
例，出台 67 件涉及民族事务的政府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断夯实法治
基础。推动更高水平平安广西法治
广西建设。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
观，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统一，防范
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守好祖国

“南大门”。2022 年人民群众安全感
达 98.44%，创历史新高，全区持续
多年未发生因处理涉及民族矛盾纠
纷不当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牢牢
守住了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
底线。

坚持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
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
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我们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堡垒作用，使之
成为富裕一方、团结一方、安定一
方的坚强战斗堡垒，让每一名党员
都成为带领各族群众共建精神家
园、促进共同富裕、守望相助、维
护团结稳定的一面旗帜，让各民族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让民
族团结进步之花常开长盛，齐心协
力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
前列、做表率。

（作者单位系自治区党委政研室）

茶马古道兴起于唐宋之时，是中
国历史上茶叶和马匹运输交易的重要
通道，是沿线各地经济文化的重要纽
带，促进了沿途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
融。以前人们对茶马古道的研究基本
不提广西，其实根据广西考古发现，
茶马古道的东起点在广西百色的田东
县古城横山寨，经德保、靖西、那
坡，然后到云南的广南、昆明，到达
大理，之后延伸到缅甸、印度直到西
亚。德保古道位于德保县东北的屏峰
山，从山顶的烽火台到丰庶塘路段都
铺有青石板，是现今保存最好的一段
茶马古道。

历史上，横山寨具有军事、边
防、边疆治理、经济贸易等多种功
能，对西南治理有着重要作用。唐玄
宗天宝元年 （742 年） 于横山设横山
郡。后来，由于对西南地区的边防、
军事管理以及地方特产的需求，宋仁
宗时期 （1022-1063 年），设立了横山
寨。横山寨最初的设立是为了加强中
央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到了南宋时期
（1127-1279 年），横山所处的岭南地
区，变成朝廷作战物质的补给处，这
时，横山寨作为西南各民族贸易交流
的枢纽地位就更高了。

“广马”交易促进滇黔桂交流交
往。大理 （今云南、四川西南部）、自
杞 （今云南东部、贵州西南地区）、特
磨道 （今云南文山） 等地盛产马匹，
宋朝政府在广西买到的马匹，主要就
是源自这些地方。宋朝在大理边界设
置了 10 多个市马场，在今天的四川、
广西的邕州 （今南宁）、邕州横山寨
（今田东）、宜州等地都设立过市马
场。宋与辽、金、西夏之间战争纷

乱，需要大量战马，据 《宋史》 载，
宋初市马主要是“河东、陕西、川陕
三路”，北宋后期，北方大片土地失
陷，而四川路途险恶，出于安全考
虑，官府便把买马重任从四川慢慢转
移到邕州横山寨上来。“广马”交易联
系着滇黔桂各族人民，为滇黔桂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平台。

邕州横山寨马市始于北宋末期，
终于元朝平定大理国时期，时间长达
200 多年。当时广西市马的规模很大，
每年固定的数量为 1500 匹，朝廷还曾
把三十纲，也就是 3000 匹分给横山寨
交易。《宋史》 记载，“ （沈） 晦在
郡，岁买马三千匹，继者皆不能及。”
买马需要熟悉地方风土人情，参与市
马的少数民族首领，成为与各族人民
以及中央朝廷沟通的中间人，在经济
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古道上的贸易以“以茶易马”“盐
马贸易”为主，辅之以其他商品。在
各民族生活中，藏族将茶看作不可或
缺的必需品，但受限于高原地势与自
然条件，西南边疆地区素不产茶。西
南边疆多马少茶，而内地少马多茶，
基于双方交易的需求下，“茶马互市”
便逐渐建立起来。相对于以茶马贸易
为主的青藏线、川藏线和滇藏路段，
广西古道路段记载更多的是盐马贸易。

宋代中央政府购马不完全是用银
两支付，很多时候用盐来交换。北宋
后期，盐马互换已经开始进行，“每招
马一百匹支盐一二百斤、彩一十匹”，
这是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年）对
盐马交易的规定。在所有交换“广
马”的物品中，盐占了相当大的比
例。史书记载，“敕令广西经略司以盐

博马，其后岁拨钦州盐二百万斤与
之。”之后买马提举司 （专门负责购买
军马） 调置到宾州 （今广西宾阳）
后，“命拨本路上供封椿内藏钱合二十
七万络、钦州盐二百万斤为买马费。”
广西钦州当时为盐仓，除了盐之外，
锦、彩、帛等也是交易物质。《岭外代
答》记载，“经司以诸色钱买银，及回
易他州金、锦、彩、帛，尽往博易。
以马之高下，视银之重轻，盐、锦、
彩、缯，以银定价。”这些都说明盐和
彩是当时重要的交换物品。

马帮助力茶马古道沿线各民族交
往交流 交 融 。 茶 马 古 道 少 不 了 马
帮，马帮往来于广西百色和云南、
贵州之间的山间小路上，道路蜿蜒
盘旋，崎岖不平，马匹成为当时主要
的运输工具。虽然后来横山寨被蒙古
铁骑踏平，但马帮还继续运转着，茶
马古道依然存在，明代中期后，凌
云、乐业的油茶，田林、西林的桐
油，百色、田阳、田东的甘蔗，靖
西、天保的田七、八角、茴香油都
是马帮主要运送销往外地的货物，
马帮的经济价值仍然不容小觑。可
以说，只要有贸易往来，就会有马
帮为之奔走，茶马古道也因此拥有
强盛的生命力。

百色作为一个水陆交通互补的中
转站，吸引了大量在茶马古道来往的
商人和马帮。马帮大量进入百色的百
胜街，催生了马栈生意以及衍生的相
关服务，如喂养马匹、钉马掌、打马
铁蹄、编草绳草帽等相关服务业，也
带动了百胜街附近街道的经济发展。

《百色稽古录》 中写道，“马帮进入百
胜街时，马蹄铁震耳、马粪遍地，百

胜街也因此被俗称为‘马屎街’。打马
掌的几家铁匠铺、钉马掌的小马栈
……在百胜街连接的自由街、平等街
上兴隆起来了。”由于云南、贵州马帮
来到百色交易，所以马帮内会有侗
族、苗族、布依族等民族，贵州大多
是布依族。各民族之间通过马匹的驮
运，源源不断将农副产品运输到百色
城内进行交易，文化与经济相互交
流，相互影响。

茶 马 古 道 加 深 了 滇 、 黔 、 桂 、
粤、赣等地的文化交流。受益于百色
田东县横山寨的官办博易场，参与广
西互市的有来自浙江、湖南、江西、
云南等地之人，这些地方的商品经过
水道，再经过陆路的茶马古道，把各
地的文化和民族都联系起来，横山寨
地区一时商贾云集，车水马龙，声名
鹊起，成为茶马古道中的一个大集
市。今天百色田东县的百银村是当时
横山寨的治所，2011年3月，在百银村
出土了大量宋代的瓷器和明清时期的
砖瓦，这些瓷器来自宋代著名的窑
口，都是集中堆放，包括江西的景德
镇、吉州窑，浙江的龙泉窑，福建的
莆田窑，广西的藤县中和窑、北流岭
峒窑、浦北土东窑、兴安严关窑。此
外，还出土了不少“皇宋通宝”“圣宋
元宝”“元丰通宝”“熙宁通宝”等宋
代钱币，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了横山
寨当时是茶马古道重要的交易点，商
贸非常活跃，交易物品很丰富，为史
料记载中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
了重要的实证，再次展现了广西段的
茶马古道为中原文化和桂滇黔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提供重要平台。

（作者单位系百色学院）

□ 陈冬

建设“四个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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