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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峨县地处广西西北部，是桂黔
红水河两省 （区） 六县汉、壮、瑶、
布依等36个民族交流融合中心区，辖2
镇 7 乡 （其中 1 个民族乡），总人口
17.66 万人。近年来，天峨县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民族事
务融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扎实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推动全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
作有形有感有效，群众安全感、满意
度考核评价持续排在全区前列，呈现
出“同山同水同血脉·同心同德同发
展”的生动局面。

创新“三治”融合模式。以“共
治共享”的自治固基础，构建“党建+
网格+大数据”网格化管理格局，全县
划分网格 1668 个，落实网格员 2250
名，常态化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文明
城市创建、矛盾纠纷调处等工作，实
现网中有格、格中有人、人在格上、
事在格中、格事尽知。成立调解委员
会、村民议事会等组织，修订完善村
规民约 1635 份，实现村 （社区） 事务
民商民管、共治共享。以“定分止
争”的法治强保障，实施安居乡村、
智慧社区等项目。全县 95 个行政村
（社区） 均设有警务联络站 （点） 和
法律顾问，“雪亮”工程、“天网”工
程均实现村、屯全覆盖。于 2021 年成
功破获的“7·31”特大系列盗窃案，
入选全国打击盗抢犯罪十佳经典案
例。以“春风化雨”的德治淳民风，
推行新时代文明实践积分制，评选推
荐最美家庭、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
共 661 户，道德模范 15 人，最美系列
人物 12 人。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点长安家园社区创办“爱心公益超
市”，引导搬迁群众树立文明健康的生
活新风，增进他们的获得感、认同
感。搬迁群众可通过参与社区公益事
业、公共管理等方式获取积分免费兑
换生活用品，用“小积分”激活社区

治理“大效能”。
创新“区域”协作模式。坚持

“治理同抓、平安共创”的理念，加强
接壤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战略合作，共
同维护接壤地区和谐稳定。以党建为
统领，创新探索桂黔两省 （区） 六县
跨省跨市跨县跨乡跨村党建模式，通
过党代表履职进站、人大代表联络进
站、政协委员议事进站等方式，推动
乡村治理、民族事务、产业振兴、矛
盾纠纷调处等实现区域动态协调和解
决。建立警务联防联查机制，签订

《黔桂两省 （区） 龙滩库区国保部门警
务协作框架协议》《跨区域警务合作协
议书》，实现跨区域警务全面协作，破
获跨区域案件116起。建立公益诉讼协
作联办机制。天峨、罗甸两县人民检
察院签订 《关于开展辖区内红水河协
同治理及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公益诉讼
工作的框架协议》，签发《关于红水河
流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协作意见》，
共同受理红水河流域资源保护相关公
益诉讼案件 27 件。建立纠纷案件处理
无缝对接机制。天峨县人民法院与罗
甸县人民法院搭建司法合作平台，在
婚姻家庭、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等案件
管辖、审判业务、文书送达等方面实
现无缝对接。

创新“风险”防范模式。牢固树
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底线思维，
强化风险意识，健全防范和化解民族
领域风险隐患的体制机制。完善网络
舆情管控引导机制。2021 年以来，共
转发网络评论 2.1万条，引导网民正面
评论 1.9万条，监测处理网络不实舆情
160 余条，营造了良好的网络舆论环
境。在县人民法院开设“石榴籽”调
解室，最大限度满足各族群众多样化
的司法需求，让群众在矛盾化解过程
中多办事、少跑腿，提高调处效率。
在长安家园安置区组建多语调解员队
伍，发挥“熟人、熟事、熟情况”的

优势，用各族搬迁群众听得懂、易接
受的语言调解各类矛盾纠纷，真正实
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乡镇、矛
盾不上交。深入开展“百万警进千万
家”活动，充分利用“一村一法官”

“三个五工作法”等机制广泛开展法治
宣传教育，提高各族干部群众的法治
意识。截至目前，天峨县未发生涉及
民族因素的社会问题。

创新“产学”融合模式。天峨县
携手南丹、乐业和贵州省册亨、望
谟、罗甸等县在天峨县下老乡圭里村
建设“桂黔 （六县） 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研学基地”，积极建设桂黔红
水河 （六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示范区，弘扬红水河民族文化，促
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在产业发
展方面，天峨县种植油茶 19.35 万亩、

“三特”水果 20.1 万亩、板栗 11.3 万
亩，成功创建自治区级现代特色农业
示范区 11 个，有力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建成规模达 5000 只的澳寒羊养殖
场5个，存栏澳寒羊1.15万只，获得全
国肉牛肉羊增量提质行动试点县项
目，加快推进万只澳寒羊繁育养殖中
心建设，创建以羊产业为主导的现代
农业产业示范园。在研学方面，开设
民族融合版块、展厅、研学堂、体验
室等平台，充分展示桂黔红水河接壤
民族地区英雄人物、道德模范、各行
业领军人物、非遗传承人的先进事迹
和民族体育艺术、民族药食、民风民
俗、民族农耕等优秀传统民族文化。
同时，以研学基地为实践阵地，常态
化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民族文化产品
研发、区域民族融合研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研学等活动，构建优秀民族
传统文化交流交融、互学互鉴的平
台，为建设桂黔红水河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奠定坚实的理论基
础和实践基础。

（蓝如帅）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广西提出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要求，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边疆
民族地区发展的高度重视，为广西实施旅游促
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
来，广西文旅系统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探索创
新，在机制建设、示范引领、文化传承、新业
态发展上下功夫，有效提升了旅游促进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工作水平。

建章立制，在强化组织领导上下功夫。坚
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实
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作为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
的重要思想的具体行动，明确了“突出主线、
旅游为民、因地制宜、创新发展”的工作思
路，纳入广西各级党委、政府绩效考评工作和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测评指标体系。成立了
包含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在内的

“三项计划·桂在行动”协调小组；协调小组下
设办公室承担日常工作，成员单位由自治区党
委统战部、民宗委、发改委、文旅厅等相关部
门组成，形成了全区上下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
局面。制定印发了《关于实施“旅游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桂在行动”实施方案》，
先后召开动员部署会、协调小组会和试点现场
会，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在全区各部门、各市县
落实、落地、落细，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提供组织保障。

示范为“引”，在高质量融合发展上下功
夫。广西共有137个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
200个广西民族特色村寨；村寨特色鲜明，民
族风情浓郁，是发展旅游不可多得的优质资
源。广西着力引导重点景区突出和展示各民
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规
范旅游景点导游词 （解说词）、提升景区文化
活动的中华文化内涵。近年来，广西民宗
委、文旅厅在全区共遴选了 20 个民族特色村
寨作为试点，每个村寨安排 300—500 万元工
作经费，计划用 5 年左右的时间，将广西的
民族特色村寨打造成为旅游发展促进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成为各民族共同团结
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示范窗口。如在桂
林市兴安县 2 个试点村寨共整合投入资金
8000 多 万 元 ， 先 后 引 入 社 会 资 本 近 60 亿
元，打造了“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旅游
服 务 体 系 ， 年 均 接 待 游 客 量 达 50 多 万 人
次，实现旅游及“三产”收入超亿元，走出
了一条具有兴安特色、助农增收、共同富裕
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此外，龙胜各族自治县
大寨村积极挖掘美丽的梯田农耕风光和鲜明
的红瑶民族文化传统，打造梯田原乡文化旅
游品牌，带动村民走上致富道路，被联合国
世界旅游组织评为“最佳旅游乡村”。这些
例子都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挥重

要示范引领作用。
赋能传承，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上下功夫。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绚丽璀璨，着力
打造“壮美广西·多彩非遗”文化旅游品牌，
通过深入挖掘、整理和开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历史事实、遗址遗迹、活态遗产，并积极
融入到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和乡村旅游区，
使广大游客在游览过程中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
的认同感。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广西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促进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产
品和服务。广西“六堡茶制作技艺”和“瑶族
油茶习俗”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遗代表作名录；彩调剧《新刘三姐》先后荣获
第十七届文华大奖、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铜鼓文化 （河
池） 生态保护区被评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
区。着力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节庆活
动，不断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潮起
来、热起来。特别是在每年的“广西三月三”
传统节日中，以山水为舞台，以生活为秀场，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系列活动，集中呈现各民族
欢庆“广西三月三”、奋进新时代的热烈景
象，让广大游客深刻领略广西文化之美、民族
之美、生活之美。2023 年 10 月，广西与中国
文物学会、中国文物报社等在桂林成功举办首
届文化遗产旅游大会，共同探讨文化遗产与旅

游深度融合发展的路径，以文化遗产旅游的创
新实践赋能文化遗产事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

创新融合，在新业态发展上下功夫。习
近平总书记曾嘱咐“要守好八桂大地的山水
之美，推动广西文化旅游业健康可持续发
展，让广西更加多姿多彩”。近年来，广西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利用广西独特的山水文化、民族文化、红色
文化等资源优势，打造“刘三姐”等系列特
色文化旅游品牌，并把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镇、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串联起来，创新推出
系列民族特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乡村振兴示范
点和展示民族团结的“重要窗口”。加快推进
具有民族特色的高等级旅游景区、度假区、
集聚区等项目建设。贺州黄姚古镇成功创建
了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崇左明仕田园、北海
银滩成功创建了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柳州三
江程阳八寨、崇左宁明花山岩画景区先后通
过了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景观质量评审。
创新打造“打卡红色教育基地”，着力提升红
色文化旅游品质，深入挖掘百色起义、龙州
起义、湘江战役、桂林抗战文化等红色文化
资源，打造红色文化旅游知名品牌，进一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吴 荣）

近年来，资源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多措并举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成功创建第五批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县。

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走深走实。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建设工作列为
全县“一核三轴”城乡建设体系的重要
目标，在县委常委会年度工作要点、政
府工作报告与县委常委会会议上进行重
点安排部署，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工作走深走实。以“三化六进”为抓
手，倾力打造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带、生
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带、少数民族
乡村振兴示范带。建立健全组织领导、
基层保障、宣传教育、考核督查、典型
引领等机制，推动创建工作制度化、规
范化、常态化运行。

增强民族文化宣传推广力度。通过文
化大宣传、大融合和大创建等举措全力推
进文化建设，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
融，使各族群众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共
同团结奋斗奔向现代化。充分发挥晓锦文
化、河灯歌节和世界最美漂流基地等品牌
优势，以文赋能助力旅游发展。2023年河
灯歌节期间，共接待游客 24 万余人，有
10 万余人前往观赏河灯漂放，创历史之
最；组织基层宣讲 200 余场次，让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认真落实

“三项计划”，与周边县签订《湘桂五县旅
游联盟合作框架协议》，和湖南省新宁县
打造各族青少年交流品牌，连续 3 年举办

“六月六”民族大联欢，营造“中华民族
一家亲”的良好氛围。

夯实民族团结进步发展根基。聚焦农
文旅融合发展，整合涉农资金，狠抓产业
发展，多措并举夯实民族工作基础。投入
粤桂帮扶资金 1 亿余元推进 19 个“造血”
产业建设，在民族地区种植有机蔬菜4000
多亩。创新推进“红色旅游＋”发展模
式，打造石山底、塘洞村等乡村振兴、红
色旅游发展示范点，建成知名旅游度假景
区，稳步推进世界级旅游小镇建设。践行

“两山”理念，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
作，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方路，获评“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级全域森
林康养试点建设示范县”等荣誉。

（舒小芩）

广 西 文 旅 以 高 质 量 发 展 为 指 引
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贡献力量

天 峨: 突 出“ 四 大 创 新 ”
扎实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

资
源
县
三
举
措
持
续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