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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位于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城西安置区的“柳

浪咧”小镇霓虹灯闪烁，人流如织，商铺灯火
通明，热闹非凡。各种各样的美食摊位、特色
小吃、小商品摊位，吸引众多的市民和游客，
绘就了一幅夜经济繁华的美丽画卷。

环江作为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自治县，其打
造的“柳浪咧”小镇依托世界自然遗产地、

“五香”美食胜地、毛南族特色文化等名片迅
速火爆出圈，跻身热门旅游地之一。

“柳浪咧”小镇火爆成功出圈并非偶然。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9 个部门在去年年初

印发了《关于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
入新型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要求要聚焦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以满足
搬迁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以巩固拓展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成果实施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为主线，解决好搬迁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快实现人口市民化、就
业多元化、产业特色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社会治理现代化，全面转变搬迁群众生产
生活方式，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逐步能致
富，为推动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如期实现中国
式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根据“指导意见”，该县党委、政府在聚
合文旅资源、培育产业集群、壮大安置区村集
体经济、带动搬迁群众稳就业稳增收、新型城
镇化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方等方面下了不少功
夫。

强化顶层设计,科学规划引导“建”起来。
为加快“柳浪咧”小镇的创建，该县成立

了以党政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规

划统筹协调创建工作，整合全县文、农、旅等
资源，同步推进小镇总体规划和详细布局，确
保涉及的产业、服务、基础设施配套等与新型
城镇化建设以及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定位相
符、规模相配、功能相适,科学合理安排小镇
布局和功能，制定《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柳浪咧
小镇创建实施方案》，明确各个特色街区的主
体责任单位和建设内容。

变“闲”为“宝”，让高价值闲置国有资
产“活”起来。

该县深挖闲置资产价值，推动“变资产为

资本、变闲置为利用”，高效盘活闲置国有资
产。打破“条块分割”的基层党建组织架构，
创新基层发展运营模式，统筹周边各村 （社
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收益金，跨地承租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城西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区多间闲置铺面，并委托专业公司进行开发
运营管理，推行“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
主推+股民参与+资源整合+利益联结”的经营
模式，发展国企自持+主力店联营+租赁合作+
商业运营服务输出等多种经营方式，确保项目
可持续发展。截至目前，累计投入项目资金
512 万元，实现门面出租面积达 9994 平方米，
预计项目一期可完成门面盘活率60%，实现租
金收入达300万元以上。

塑造新体验场景，让文旅产品“强”起
来。

该县立足安置区临近工业园区、高铁高速
的区位优势，精心调整商业铺面布局，将易地
扶贫搬迁与新型城镇化、文化特色旅游有机结
合，坚持“文化创意＋科技创新”双轮驱动，
让创意、设计、艺术等元素充分融入文化旅游
发展全链条；精心打造欢街 （美食街）、嗦哩
嗦特产巷、古编巷(手工制品、文创文玩街、
非遗文化产品作坊街） 等 12 条主题街区；发
展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沉浸式体验的文
旅新业态、新模式，形成吃、住、行、游、
购、娱、教为一体的特色商旅小镇；同时塑造
民族移居全新体验场景，将毛南族文化、傩面
文化、美食文化、铜鼓文化等元素提炼再现，
实现“产、城、人、文、景”有机结合，形成
以非遗文化保护、文创产品开发、农特产品销
售为地标的新文旅商圈。此外，还成立了少数
民族传统文化创新设计产学研合作基地，助力
毛南文创产品实现产业化、品牌化、体系化。

截至目前，已开发文创产品百余种。
展现特色民族文化新风采，让民俗经济

“火”起来。
该县共有壮、毛南、汉、苗、瑶、仫佬、

水、侗、回等 34 个民族杂居，组成了和睦共
处的民族大家庭，其中世居民族有壮、毛南、
汉、苗、瑶等5个民族。经过千百年民族间的
交往交流交融沉淀，该县形成具有鲜明的多元
化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民族文化。“柳浪咧”小
镇以“传统+现代”的方式举行多样化的民俗活
动，打造“世界自然遗产地”“环江五香”等名
片，成为备受青睐的“网红打卡地”。先后举办
了2023年“壮族三月三·环江嘉年华”、“乐嗨
三月三·相约游环江”、迷你“市”集打卡互
动、环江喀斯特乡村音乐节、毛南乐队沉浸式
专场演唱会、广西优秀艺术作品毛南族风情歌
舞秀《艾南》展演、“唱响好日子、奋进新时
代”歌咏比赛、世遗环江·多彩毛南——民族文
化精品节目展演和视频创作大赛等系列活动，
日均吸引游客 2.5 万人次，集市摊位招商 300
多个，帮助搬迁群众临时就业达460余人次。

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事有所成，必定吏
有所为。毛南“柳浪咧”小镇的成功出圈，与
其背后当地党委、政府支持和引导是密不可分
的，也让更多的老百姓看到当地党委、政府的
智慧和力量。截至目前，毛南“柳浪咧”小镇
已出租门面 394 间，同比增长 55.73%，232 家
商户入驻营业，其中搬迁农户自主创业 105
家，新增就业人数 1000 人次以上，带动周边
12 个村(社区)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3 万元以上，
易地搬迁人口人均纯收入达 1.55 万元。如今，
该县的两个大型安置区的 4029 户 1.64 万搬迁
群众安居乐业，日子越过越红火。

（蒙宏谯）

揭开“柳浪咧”小镇成功“出圈”背后的秘密
环江走新型城镇化之路给搬迁群众带来更红火的日子

▲“柳浪咧”小镇夜景。 环江县委宣传部供图

▲“柳浪咧”小镇的毛南姑娘在编织花竹帽。 崖宝基 摄
▲“柳浪咧”小镇集市上的美食。 韦江侣 摄

旷野中，一朵朵金黄色的菊花竞相开
放，花香四溢、沁人心脾。眼下，融安县雅
瑶乡福田村的小黄菊迎来丰收，村民们忙
着采摘、加工，为冬日的乡村增添了一道
金色丰收景致。

在雅瑶乡黄金村罗汉果深加工基地，
工人将采摘好的菊花一朵一朵摆放在晾

干架上进行分拣、清洗、烘干，经过烘烤的
花朵缩小，香味更加浓郁，然后结合罗汉
果、金桔等农特产品制成杯茶、茶包等进
行销售。

据了解，小黄菊对种植环境要求不
高，能广泛适应不同的土壤和气候。对
此，雅瑶乡结合撂荒地整治工作，将黄金

村、福田村的荒地种上小黄菊，把荒地变
良田。目前，小黄菊种植面积已达到 13
亩，预计可采摘1.5万公斤，经过深加工做
成杯茶、茶包等产品后，产值超过15万元。

雅瑶乡通过“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将菊花种植产业做优做大，以“菊花经济”

带动当地群众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活
力。小黄菊的种植和加工不仅拓宽了村
集体收入渠道，还给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
机会，让他们成为撂荒地收租金、家门口
挣薪金的新式农民。

（韦荣军 陈思思/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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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融安县雅瑶乡黄金村农产品加工基地，工人正在分拣小黄菊。

▲在融安县雅瑶乡福田村，志愿者在田间采摘小黄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