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月26日

责任编辑：覃雅妮4 乡 村 振 兴 广西民族报

近年来，大化瑶族自治县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融入乡村振兴，
实现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同频共
振、融合发展。2023 年，该县获得

“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称
号。

聚焦“组织振兴”，筑牢民族团
结“压舱石”。聚焦党建引领，打造
先锋堡垒。成立领导小组，召开专
题会议，周密安排部署，夯实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基础；推进基
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高标
准打造党群服务中心。全县 76 个村
（社区） 获得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命名
为星级农村基层党组织。聚焦思想
引领，凝聚同心合力。利用传统节
日、美食节等广泛开展民族团结宣
传教育活动；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融入领导干部培训中。去年
全县共建设宣传长廊 66 个，制作宣
传牌 2600 处，发放宣传品 2.5 万份，

培训干部 7323 人次。聚焦乡村治
理，建设平安大化。聚焦主线修订
完善 《大化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统筹警官、法官、检察官、律师

“三官一律”力量服务基层治理；设
置老庚警务室、呗侬调解室，成立
双语巡回法庭、水上法庭等，推进
民族特色法治服务工作。

聚焦“产业振兴”，搭建民族团
结“发展桥”。争取发展资金，去年
争取到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1067 万
元，实施项目 21 个，其中用于实施
屯级道路建设项目 15 个，持续改善
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特色产业，全
县现建有万只种羊繁育中心1个、千
只母羊养殖示范基地 18 个、百只母
羊养殖场 160个；培育 5个七百弄鸡
繁育场，存栏种鸡5万羽，年产七百
弄鸡苗 310 万羽。养殖覆盖全县 16
个乡镇 160 个村 （社区），受益群众
14.8 万人。发展文旅产业，以“山
水大化 美食之乡”形象定位，打造

旅游观光、民族民俗、农旅结合等
多元化的旅游产品体系，打造4个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去年旅游总人数
约 272.2 万人次，旅游促进了各民族
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聚焦“文化振兴”，彰显民族团
结“精气神”。强化阵地拓展，打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基地1
个、主题公园 3 个、同心文化广场
10 个；编辑出版 《大化瑶学研究》，
制作脱贫攻坚题材电影 《战八好》，
创作民族歌曲《布努瑶敬酒歌》，出
版长篇报告文学 《美丽山花》 等，
讲好“大化故事”。强化文化传承，
挖掘整理 《贡川纱纸制作技艺》 等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个、《壮
瑶大席》等市级非遗项目 8 个、《岩
滩山歌碰蛋节》 等县级非遗项目名
录 61 个；以祝著节、“广西三月
三”、“邻里节”等民族节庆为载
体，开展主题活动，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强化典型培树，深入开展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七进”活动，大
力宣传各行各业先进集体和先进典
型事迹，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乡村振兴擦亮浓
浓文化底色。

聚焦“人才振兴”，提升民族团
结“战斗力”。加强少数民族干部的
培养。目前全县少数民族干部占全
部公务员干部队伍的 92.31%，新选
派轮换驻村工作干部335名，安排党
外代表人士担任政府部门、司法机

关领导职务共 10 人，推荐 1 名优秀
党外干部到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
基地挂职锻炼。加强新的社会阶层
人才培养，去年全县推荐共有 53 名

“靠得住、能担当、有作为”的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助力乡村振兴建
设。加强各族青少年人才的培养。
五年来共有来自全国 17 个省份的
172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大化，拓
宽区内外各族青少年交流平台。

（唐伟洪 黄仕华）

浦北县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
条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在产业链
上、党员干部“聚”在产业链上、各族群众

“富”在产业链上的三链模式，扎实推进陈
皮产业发展，提升乡村振兴质量，持续推动
各民族走向共同富裕，赋予所有改革以彰显

“三个意义”，促进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被自治区党委、政府命名为第六批自治区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县。

浦北陈皮成为各族群众共同致富的“黄
金皮”。每年陈皮成熟的季节，龙门镇各村
庄呈现出家家户户晒“黄金”欣欣向荣景
象，奏响了产业富民、团结暖心的团结奋斗
之歌。龙门镇入选为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创建
名单位，获评为 2022 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
产值超十亿元镇、第十二批全国“一村一
品”示范村镇名单，小小一片陈皮，见证着
浦北县发挥特色优势，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发展的新路径、取得的明显成效。据不完
全统计，浦北县从事陈皮、柑普茶加工的企
业已达100多家，较大规模的合作社（家庭

农场） 31 家，陈皮柑种植农户 20000 多户，
从事陈皮、柑普茶加工的农村劳动力达
70000 多人。陈皮种植规模超 13.5 万亩，产
值超40亿元，其中产值超亿元村5个，百万
元户285户，直接从事陈皮产业的群众人年
均增收2万多元。作为浦北五大陈皮核心村
之一的龙门镇江埠村，全村 1016 户，种植
陈皮的就有 1003 户，种植面积达 5000 亩，
产值达 7000 多万元。陈皮种植户余先禄曾
是龙门镇江埠村的贫困户，自 2018 年开始
种植大红柑树，目前种植面积已达 100 多
亩，成为年收入百万的陈皮种植大户，实现
了脱贫致富，日子越过越红火。

浦北陈皮成为浦北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团结皮”。“一两陈皮
一两金，百年陈皮赛黄金”。目前，浦北陈
皮产业已成为当地促进各族群众增收、乡村
振兴的重要产业。“陈皮村”“陈皮楼”“陈
皮小车”“陈皮专业户”已成为浦北县产业
兴旺、推进共同富裕最响亮的代名词。浦北
县委、县政府立足本地实际，围绕“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把产业发展作为
推动民族团结工作的主抓手，把做大做强陈
皮产业作为实现“产业兴旺”的头号工程，
县财政每年安排 1000 万元作为陈皮产业发
展扶持基金，带动各族群众种植陈皮，促进
了各民族、各乡镇交流和团结，走出了一条
产业助推民族大团结的发展路子。浦北县陈
皮协会搭建起政府与企业、市场和农户的重
要纽带和桥梁，按照“区域化、规模化、商
品化”要求，大力推进陈皮产业转型升级，
着力打造“大基地+大加工+大科技+大融
合+大服务”五位一体现代农业产业园，推
动形成果、药、食、茶、健、文旅等产业融
合发展，把浦北建设成为全区、乃至全国有
影响力的优质陈皮柑种植基地、陈皮精深加
工基地、陈皮产品交易集散地和陈皮康养文
旅胜地，全面构筑浦北陈皮生态、健康、富
民大农业产业格局。

浦北陈皮成为浦北走出广西、走向全国
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皮”。浦北
陈皮种植历史悠久，陈皮食药同源。浦北致

力于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浦北陈皮入选广
西道地药材目录，广西中医药大学与浦北县
签约共建西部首家陈皮研究院。浦北陈皮
制作工艺已列入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总投资 58 亿元浦北陈皮产业园开工建
设，受到社会各界的青睐，各地各大知名
企业、投资商纷纷前来调研考察，通过陈
皮产业园这个平台，将浦北陈皮经济、文
化等传播到全国各地。目前，浦北县陈皮
产品远销北京、上海、福建、广东等 20 多
个省市，浦北陈皮是浦北走出广西、走向
全国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皮”。
在 2023 年的粤桂协作消费对接活动暨第 23
届广西名特优农产品 （广州） 交易会上，
浦北陈皮唱主角，成为吸引区内外消费者
的焦点，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流和互
动，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
力。交易会期间，浦北陈皮加工合作项目
签约金额达到 5.6 亿元。

（浦北县委统战部 自治区民宗委监督检
查处）

——浦北县发展陈皮产业 提升乡村振兴质量

▲2023年5月14日，羌圩乡在搬迁安置点羌森新区
举行“三·二五”歌圩节活动，宣传民族团结政策。

▲青少年交流活动。

▲“广西三月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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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