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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陆照德 通讯员 周世相 梁
玉华 文/图） 12 月 26 日，防城港市防城区举
办十万山瑶族乡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自治区
民宗委祝贺团、防城港市代表团、防城区代表
团等到场祝贺并与当地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
同庆祝十万山瑶族乡成立10周年。

十万山瑶族乡位于防城区北部的十万大山
南麓，全乡总面积98.8平方公里，总人口1.2万
多人，下辖 5 村 1 社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
87%，其中瑶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41%。十万山
瑶族乡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正式挂牌成立，是
广西首个由国营林场改制为乡建制的民族乡，
也是广西最年轻的民族乡。10年来，全乡面貌
发生了巨大变化，综合实力得到了极大提升。
全 乡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1820 万 元 ， 增 长
203%；地区生产总值与 2013 年相比翻了一
番；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748 元，增长
120%；农林牧渔总产值完成 1208 万元，增长
217%；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53532 万元，增长
102%； 2022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12168 元，是
2013 年的 2.8 倍；投入 500 多万新建 20 个饮水
工程，惠及 5000 多群众；村屯道路实现硬化，
彻底解决了群众出行难问题。今年 10 月 9 日上

思—防城港高速公路通车后，从十万山到防城
港市区的时间大为缩短，仅需30分钟。

今天的十万山瑶族乡，政治稳定、经济发
展、文化交融、社会和谐、生态美丽、网络畅
达，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
和平安建设等各项事业齐头并举，取得了可喜成
绩，全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十万山瑶
族乡10年来的辉煌变迁和发展成果，深刻反映
了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在祖国南疆的成功实践。

庆祝大会上，防城港市代表团、防城区代表
团先后向十万山瑶族乡赠送贺匾。随后，丰富多
彩的文艺演出拉开帷幕，采茶快板《唱唱十万山
新景象》、歌伴舞《好日子歌里过》、杂技《稻香
飞扬》、朗诵《瑶娃献礼十载风华》、舞蹈《瑶里
花香》等13个节目，生动展现了10年来十万山
瑶族乡各族同胞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结出的累累硕果与缔造的美好生活。

活动期间，自治区民宗委祝贺团、防城港
市代表团、防城区代表团及嘉宾还参观了十万
山瑶族乡1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展和特色农产
品展。防城港市代表团、防城区代表团分成 4
个慰问组对全乡 5 家单位和 11 名个人代表进行
了慰问。

防城区举办十万山瑶族乡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

12 月 23 日，来自桂湘黔鄂等地的侗族
同胞在南宁欢聚一堂，庆丰收，载歌载舞过
侗年。侗年在侗话里为“占冬”，是过冬节
的意思，通常是在每年农历冬至前后。侗年
是侗族人民祭祖、喜庆丰收的盛大节日，是
侗族地区共同进行文娱活动的节日。

欢庆侗年，唱侗歌是重头戏，来自贵州
黔东南北侗的年轻侗族歌王带来男声独唱

《放开嗓子对歌来》，来自广西本土乐队的侗
妹激情放歌《山路十八湾》……北侗和南侗
文化的交融碰撞，一曲曲侗歌声调婉转悠
扬，耐人寻味。紧接着，集朴素与华美于一
身的侗族服饰走秀让人眼前一亮，独具特色
的侗锦以构图精美、布局对称、图案多样、
色彩淡雅、工艺精巧、品质优良著称，是侗

族人民穿在身上的文明史。侗族大歌、芦笙
演奏、多耶等各类歌舞表演，将演出活动推
向高潮，现场侗族同胞掌声经久不息、笑声
不断。

侗年这一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已被
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邕侗族同胞欢度侗年活动最早起始于
1983 年的侗族同胞吃冬节，30 多年来，桂
湘黔鄂等地在邕侗族同胞在南宁坚持开展
侗年活动，通过侗年庆典活动，民族文化
得到沉淀和传承，目前已经成为促进在邕
侗族同胞之间文化、经济交流的民间品牌
活动。

（谢兴华）

今年以来，北海市海城区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重大方略要求，精
心谋划各类交流活动，深入实施各族青少
年交流计划。

开展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交流活
动。用好地角女民兵连等红色教育资
源，建设 3 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基地。把革命烈士纪念碑、丸一药
房等 10 个红色教育参观点纳入研学范
围，推出“和美海城”青少年红色研学
精品路线 3 条，策划开展爱国主义主题
交流活动 20 多场次，讲好中华民族共同

体故事，大力宣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让各族青少年在研学交流中进一
步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增强“五个认同”。

开展以文化传承为核心的社会实践
交流活动。深挖中华文化文脉，建设农
耕文化体验营、民族文化课堂、南珠文
化体验馆、贝雕文化实训基地等 4 个青
少年社会实践交流活动基地。组织中小
学各族学生开展农耕、扎染、香囊和贝
雕制作等实践交流活动 40 余次，2 万多
名各族青少年在实践交流活动中体验了

非遗技艺。
开展以“山海相约·心手相牵”为

主线的跨区域交流活动。建立海城和新
疆、凭祥等地各族青少年跨区域交流
机制，制定结对合作、联谊联心、文
化交流、实践活动等 4 项交流活动清
单，探索云端结对与线下结对双向融
合，开展“石榴花开 籽籽同心”云端
课堂、援边送教活动、教育结对帮扶
等活动 20 余次，实现各族青少年跨区
域、多样化交流。

（邓秋莹）

12 月 23 日，融水苗族自治县
大年乡林浪村举办一年一度的传统
芦笙节，来自广西、贵州两省
（区）的苗、瑶、侗等民族的80支
芦笙队欢聚一堂，开展芦笙比响活
动，庆祝丰收，迎接新年。

当日，东道主大年乡林浪村
的芦笙队进场，吹芦笙、跳芦笙
舞迎接来自十里八乡的芦笙队，
笙歌阵阵、舞姿翩翩，整个苗寨
一片欢腾。紧接着，芦笙比响活
动拉开帷幕，这是一项民族文化
展示活动，也是“三省坡”群众
的联谊活动，搭建了各民族之间
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活动采取
抽签的形式进行，两支芦笙队进
行比拼，吹完一曲后交换场地再进
行吹奏，评委在一公里外听声音，
哪一方传来的吹奏声音大，哪一方
就是优胜者，比响结果将通过摇旗
告知众人。芦笙比响过程中，来自
贵州从江县的芦笙队列队入场，他
们首先进行了芦笙吹奏和芦笙舞表
演，随后抽签加入了芦笙比响活
动，把整个活动推向高潮，吸引了
许多当地群众和外地游客前来观
赏。

据了解，融水大年乡林浪村的
芦笙节已经列入柳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成为弘扬民族传统文
化、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加强两省（区）芦笙文化和情
感交流的重要载体。

（黄 诚）

近日，在贵港市覃塘区蒙公镇中心小学非遗剪纸小课堂上，学生在老师的指导
下学习传统剪纸技艺，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图为学生们正在学习剪纸。 （本报记者 黄云 摄影报道）

▲庆祝大会文艺演出开场舞《鲜花送祖国》。

贵港：非遗剪纸文化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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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西林，桔子飘香。12月27日，百
色市西林县在民族文化广场举办2023年中
国·广西西林第十二届沙糖桔产业文化展
示活动周开幕式，现场氛围浓厚，洋溢着
佳节的喜庆。

据悉，西林县以“千年句町 九香西
林”为主题，于12月26日至2024年1月1
日举办沙糖桔产业文化展示活动周。活动
周期间，西林县将开展专题文艺晚会、水

果趣味活动、群众文艺汇演等系列丰富多
彩的活动，吸引广大游客前来观赏游玩。
游客们可在西林县城看表演、游山水，领
略千年句町文化，也可以品尝美味爽口的
西林麻鸭肉、句町神虫、牛干巴等特色美
食。近年来，因生态闻名的西林沙糖桔、
贡柑、茶叶、冷水稻香米等特色农副产品
倍受游客青眛。

千年句町，九香西林，魅力西林成为

广大游客诗的远方。西林县通过举办沙糖
桔产业文化展示活动周，进一步提振消费
市场信心，丰富文旅消费业态，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打造“句町文化艺术节”文化
品牌和“九香西林”区域公共品牌，激励
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西林新篇章。

（黄燕群）

西林举办多彩活动庆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