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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在龙胜各族自治县乐江镇江口村，村民忙碌着腌制酸鱼、酸鸭、酸肉等
地方特色美食，迎接春节的到来。

“侗不离酸”是侗族民间俗语。侗族人民喜酸，几乎所有菜肴都可以用酸进行调
制。这也是侗族美食的独到之处。在龙胜，侗族群众每家每户都会在家中留有一角，
用于储藏“侗家三宝”的坛子。在侗族传统中，这是属于侗乡人的美食秘籍。“侗族三
宝”中最富特色的是酸鱼，腌制好的酸鱼肉质细嫩、酸咸可口、滋味丰厚。

图为当地侗族群众在腌制酸鱼。
（潘志祥 摄影报道）

1月4日，中央民族大学调研组到永福县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乡村振兴”调研。
调研组一行实地察看了永福罗汉果小镇、罗汉
果科技示范产业园和罗汉果生产加工企业等
地，深入了解罗汉果产业在助推永福乡村振兴
事业上发挥的作用，对永福县大力发展以罗汉
果为代表的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各
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举措给予高度肯定。

永福县素有“中国罗汉果之乡”的美
誉。永福罗汉果是中国药食两用名贵中药
材，有提神生津、预防呼吸道感染、抗氧
化、延年益寿等功效。罗汉果甜甙属于零卡
糖，是糖尿病和肥胖病人的替代糖，备受国
际食品、饮料、乳制品等行业瞩目和消费者
青睐。近年来，永福县充分发挥罗汉果源产
地资源优势，先后打造了集罗汉果育苗、种

植、加工、研发、销售（电商销售）、体验于
一体的罗汉果集群小镇和罗汉果科技示范产
业园；汇聚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政
府职能部门力量，共同推进罗汉果产业发
展，有力促进乡村振兴。目前，全县罗汉果
种植面积达12万亩，辐射带动近10万群众年
人均增收1万元以上。

中央民族大学调研组指出，要尽可能延
长永福罗汉果产业链，做好特色产业产品深
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以特色产业发展促
进乡村产业兴旺和农民增产增收。要通过政
策引导产业发展，推进产业集聚，加速科研
成果转化和产业提质增效，进一步做优做大
做强罗汉果产业，将小小罗汉果打造成支撑
起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苏永锋）

龙 胜 ：赶 制 酸 鱼 迎 新 春

中央民族大学调研组
到 永 福 县 开 展 调 研

近年来，玉林市玉州区坚持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
构建互嵌式社区环境，不断推动辖区
各族群众在空间、服务、心理等领域
相互嵌入，逐步形成共建共享、共居
共学、共事共乐的社区环境，努力实
现民族团结同心、社区事务同治、发
展成果同享、社会和谐同创的良好局
面。

思想引领，构建心理互嵌促融
入，共建民族团结“主题圈”。建设线
上线下宣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阵地，全面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结合时代特征、文化特色、行
业特点设计活动，把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有机融入到党建、经济、政
治、文化、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当中，让
主题鲜明的宣传进社区、校园、大街
小巷，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
脑入心。创新打造东岳社区泉塘巷
同心文化园、西就社区红色同心文化
园等“同心文化载体”20余个，开展形
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促进党风和民风
良好互动。

凝心聚力，构建服务互嵌促和
谐，共育群众生活“舒适圈”。社区党
委始终坚持“党旗红引领网格蓝”赋
能社区微治理，让各族群众共享社区
服务资源，共同推进治安维稳、环境
治理、文明城市创建、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区创建等社区公共事务。利用
社区公共服务服务中心建立信息共
享机制，提供就业指导、职业培训、子
女入学、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信息服
务，实现服务各族群众“零”距离。

真情为民，构建空间互嵌促融

合，共享十分钟“服务圈”。构建民族
特色服务体系，形成南观社区“民族
之家”、五里桥社区“五心”工作法等
工作品牌，拓展服务领域，把服务各
族群众融入社区大服务范畴，努力营
造宜居型社区环境，着力构建“互嵌
式”共住共居生活空间，让城市少数
民族流动群众“进得来”“留得住”“融
得进”“过得好”。

志愿服务，构建社会互嵌促发
展，共造文明实践“志愿圈”。玉州区
各社区组建在职党员、巾帼、民宗、文

化科技卫社会组织等各类志愿服务
队伍 70 多支，参与社区建设、小区规
范管理、环境治理、治安巡逻等志愿
服务活动，帮助物业与居民解决问
题，有效提升各族居民的安全感、获
得感。东岳社区结合社区优势资源，
创建国学堂、育民堂、便民堂、共乐堂

“四堂”，开设名家讲名著、古琴、书
画、机器人编程等 18 项公益课程，为
各族群众提供各类优秀传统文化体
验活动以及便民服务。

（苏 敏）

深化各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玉州区：

本报讯 （记者 韦颍琛 通讯员 何元
凯） 1月4日，2023年度广西少数民族古籍
工作总结暨2024年“五支队伍”融合共建
工作座谈会在南宁举行。记者从会上获
悉， 2023 年广西有 3 个项目入选国家民委
民族研究项目后期资助课题“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古籍整理研究专项”，入选项
目总数位居全国前列。

据了解，2020 年底，全国少数民族古
籍整理研究室策划推出“国家民委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籍整理出版书系”。该
书系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
线，注重融合性、共同性，搜集整理一批
记载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
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
培育伟大精神的少数民族古籍，挖掘弘扬
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引导各族
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2023 年

广西入选的 3 个项目分别是由中国民族语
文翻译中心（局）申报的中华经典·古壮字

《文龙与肖妮》影印译注，广西外国语学院
申报的壮族天琴唱本 《塘仸 （祈福经）》
影印译注以及广西民族大学申报的中华孝
道·古壮字《行孝歌》影印译注。

据悉，2023 年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保护
研究中心共抢救搜集各民族古籍 2116 册
（件）。截至 2023 年 12 月，古籍收藏量已
达 3 万多册 （件），排名全国前列。今
年，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将继
续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汇聚各方力量，抢救搜集一批有代表性的
文字古籍和口承文献，完成一批重点项目
出版任务，古壮字 《西游记》 影印译注、
古壮字《孔雀东南飞》影印译注、《台腊恨
（夜宴酒歌）》 影印译注等年内有望出
版。

近日，为用好民族特色村寨资源，全
力推进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昭平县民宗局会同自然资源局、文广旅
局、民政局和黄姚镇政府等单位召开民
族特色村寨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规划设
计座谈会。

会议强调，杨村示范点的打造要坚持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
在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人居环境、特色民
居、民族文化、特色产业、民族团结、保
障机制”六位一体上下功夫，推动杨村建
设成为“设施完善、产业兴旺、环境优
美、团结和谐、宜业宜居、带动力强”的
旅游村寨。要做好前期调研和规划工作，

结合杨村实际，做到要科学规划不能盲目
建设、要突出特色不能千篇一律、要整合
资源不能各行其是，找准民族特色村寨建
设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的方法路径，全面
提升杨村“形、实、魂”。

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
思想认识，要突出规划引领和民族特色，
科学有序推进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与乡村旅
游融合发展相关工作。

座谈会上，各有关单位分别就如何推
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与乡村旅游融合发
展，努力把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成为乡村振
兴和民族团结进步的“双示范村”发表了
意见建议。

（周岸青 蒲欣婷）

广西3个项目获国家民委
民 族 研 究 项 目 资 助

昭平县召开民族特色村寨与乡村
旅游融合发展规划设计座谈会

广西认真落实 《“民营企业进边疆”
行动实施方案》，搭建民营企业与边疆地
区对接合作平台，将“民营企业进边疆”
纳入兴边富民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

据悉，广西建立联席会议机制，自治
区民宗委、工商联、商务厅、投资促进
局、广西各边境市县密切配合，持续开展

“百企入边”“万企兴万村”和“三企入桂
项目落实、行企助力转型升级”行动。广
西组织70多家区内外民营企业深入边境考
察洽谈、投资合作，共落地项目43个，达

成意向投资120多亿元。广西引导民营企
业选派骨干力量为偏远自然村屯提供产业
技术指导、实用技能培训，培养乡村振兴
人才。东兴市通过示范种植、招商引资、
引导本地企业投资等方式，形成五指毛
桃、岗梅、牛大力、百部等中草药种植基
地、示范片，全市种植中草药约15万亩。
开展“万企兴万村”回报家乡专项行动，
联系各地民营企业家返乡入乡创业投资，
增强边境地区人口和经济支撑。

（庞革平）

广西民营企业进边疆取得阶段性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