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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6 日，梧州市长洲区各中小学迎来 2024
年春季学期开学第一天，长洲区34所中小学同上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开学第一
课”。

梧州市新兴二路小学开展“石榴花开一家亲”
活动。各中队辅导员老师为少先队员们带来“开
学第一课”，教学内容包含爱国教育、民族团结进
步、诚信清廉、孝善立德、心理健康等主题。

梧州市凤翔小学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
长洲区关工委等多个部门开展“厚植爱国情怀 上
好开学第一课”活动，教育引导各族师生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梧州市龙平小学打造“少年军校”特色品牌，
开展“龙吟万象展新颜 向阳而生谱新篇”为主题

的“开学第一课”，各族师生在开学典礼上合唱军
歌《强军战歌》。学校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促进
各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入脑入心。

梧州市龙新小学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题上好“开学第一课”，让爱国情怀根植各族
师生心灵深处，在学生心中树立“同呼吸、共命运，
各族人民亲如一家”的思想观念。

自2022年起，长洲区在辖区各中小学持续开
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开学第一
课”活动，引导各族师生牢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五个认同”，有形有
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陈 桃）

“开学第一课”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体系，搞好社会宣传教育。

教育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四部门联合印发《深化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指导纲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部署深化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的主要任务。本周是开学第一周，全区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以多种形式贯彻中央精神，上好“开学第一课”。

2月26日，广西柳城县柳城中学与新疆乌鲁木齐74中学的
140名结对少先队员通过互联网会议平台，同上主题为“让青春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的“开学第一课”。

云课堂在两校少先队员同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中拉
开帷幕。随后，开展了青春论坛、青春历练和青春计划活动，
通过讲述习近平总书记青年时期的故事、共同观看《人民代表
习近平》《青春，是什么模样？》微视频，号召少先队员们立志做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云课堂还
以青年人如何树立和培养远大理想为题展开讨论，少先队员
们踊跃发言，纷纷表示要将自己的理想抱负和祖国未来紧密
结合，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柳城中学与新疆乌鲁木齐74中学已结对3年，共开展了“书
信传递友谊、民族团结一家亲”“石榴花开成长路”、主题云队会
等“手拉手”活动，两地少先队员累计互通书信 300 多封。此次
开展的同上“开学第一课”活动，在培养两校少先队员家国意识
的同时，进一步增进两地各族青少年的交往交流，加深了两地各
族青少年之间的友谊。

图为柳城中学少先队辅导员与同学们分享感悟。
（叶柳青 罗凌梅 周明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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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昭平县召开2024年昭平县中小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会。会议由相
关工作负责人主持并进行业务培训，全县各中小
学校分管校长、教导主任约60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相关负责人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等，理论结合实际，详细阐
释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使全体
参训人员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会
议还传达了相关文件精神，并对下一步做好教
育系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工作进行
部署。

会议强调，各校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工作责任，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重要讲
话精神，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
作的主线。坚持把学校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教育的主阵地，抓好学生思想培养，抓好学校
文化建设，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阵地；
要结合工作实际创新开展各类民族团结进步专题
教育，确保高质量完成规定动作；要坚定不移全面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动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教育与中小学德育工作紧密结合，引
导广大师生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周岸青 黄秀婷）

昭平县召开全县中小学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会

日前，广西社会科学院组织刘
三姐文化研究团队到广东省高州市
寻找刘三姐曾经传歌的遗址和有关
史料，搜集到刘三姐在马贵镇朗练
村石门古庙以及大西村遗留的实物
和珍贵史料，实地探访了纪念刘三
姐的庙宇。

在马贵镇的石门，在当地专家
学者陪同下，广西刘三姐文化研究
团队考察了两座与刘三姐有关的

“山歌台”和纪念刘三姐的“刘三
殿”。研究团队成员之一、有“广西
歌王”之称的覃祥周教授在“刘三姐
歌台”与“高州山歌”周泽明教授即
兴对唱颂赞刘三姐的驳尾山歌。研
究团队还走访了位于石门附近的

“刘三坪一村二村”，并记录当地流
传的关于刘三姐的故事。在“刘三
殿”，研究团队发现这里收藏有一艘
相传为刘三姐从马贵河一路传歌到
马贵大西村的“石船”。研究团队成
员之一、广西社会科学院刘三姐文
化研究中心主任任旭彬表示：“刘三
姐是岭南刘三姐，涵盖中国的广东、
广西、海南以及越南等地，刘三姐传
歌范围很广，她的歌声深深扎根在
民间及广大群众心中。这次来高州
市寻找刘三姐，收获满满。”

在高州考察期间，两广专家学
者就如何挖掘、传承与发展刘三姐
文化以及结合文化旅游与乡村振兴
等课题进行了研讨。

广西刘三姐文化研究团队介
绍，“刘三姐”在民间被称为“刘三
仙”，作为延续千余年的文化符号，
刘三姐文化缘起岭南地区，脱胎于
壮族，是壮汉文化交流、碰撞、融合
的产物，为多民族所共享，成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中华文化的符
号。此次实地调查走访为今后刘三
姐文化研究夯实了基础。

（冯月 周乐夫）

2 月 23 日，纪念张声震同志诞辰 100 周
年座谈会在南宁举行，活动由广西壮学学
会、《壮学丛书》编委会主办。

张声震（1924 年—2015 年），南宁市邕
宁人，壮族，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
中共上林县特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粤
桂边区纵队五团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曾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1997 年
6 月主编《壮族通史》；2000 年创建《壮学丛
书》。

20 多年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支持
下，《壮学丛书》编委会全面推进壮学研究，
建立壮学研究体系，促进壮族与其他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

养壮学研究人才，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服务，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作贡献，在
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

座谈会回顾了《壮学丛书》的创建、项
目实施、主要成果及其影响，并宣告将继
续编纂出版《壮学丛书》。座谈会上还宣
读了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梁庭望的书
面致辞，《壮学丛书》编委会常务副总编
辑黄铮、副总编辑郑超雄向南宁市邕宁
区史志办、图书馆赠送《壮学丛书》，黄铮
以及《壮学丛书》副总主编欧薇薇、广西
壮学学会副会长罗树杰、《壮学丛书》编
委黄昌礼、自治区政府原副秘书长黄植
建、张声震同志亲属张丹竹、广西少数民

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韦如柱等 7 位
代表作主旨发言，与会代表自由发言，提
出工作意见和建议。座谈会全面系统总
结张声震同志在各个时期的历史贡献尤
其是壮学研究方面的学术贡献，探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野下壮学研究
的目标和任务，《壮学丛书》副总编辑覃
彩銮作会议总结。

广西、云南两省区相关政府部门、高校、
科研院所、学会、出版社等单位、机构的领导
和专家学者代表，张声震同志身边工作人员
和亲属代表，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五支
队伍”代表等75人参加了座谈会。

（陆照德 岑奕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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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张声震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南宁举行

近年来，东兴市聚焦目标任务，加强规
划引领，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全力打造民族
特色村寨建设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试点。
该市江平镇巫头村就是取得显著成效的试
点之一。

打造人文景观。巫头村有着奇特的滨
海湿地、壮观的白鹭栖息地，森林资源丰富、
人文景观秀美。巫头村历史底蕴深厚，哈节
更是一张靓丽的人文名片。京族哈节在
2006 年被列入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是京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族节庆。巫
头村的哈节于每年农历八月初一举行。哈
节期间，全村男女老少身着靓丽的服装，开
展迎神、祭神、唱哈、独弦琴演奏等丰富多彩
的民俗活动，通宵达旦，歌舞不息，哈节文化
在该村得到了较好的传承与发展。另外，巫
头村进行了屋面改造，让海洋风格与民族文
化相结合，通过3D画形式大面积涂刷；对村

子的风貌进行了景观化改造，提升村落环境
质量，增强旅游吸引力。

打通交通脉络。多年来，使用国家、地
方专项资金以及社会资金共 1500 多万元开
展基础建设，全村 7 个自然小组均已通水泥
路，通村公路路面宽4.5米；各通屯道路路面
均达3.5米。巫头村现有民宿6家，民宿客房
60 间，有农家乐 10 余家，还有村史馆、观景
台、文化壁画廊等设施。巫头村对外交通便
捷，依托防东一级公路、防东高速公路、南防
高铁，可连接全国各地和越南等东南亚各
国。巫头村距离东兴市城区15公里，距离防
城港市 50 公里、距离南宁市 178 公里；距离
越南芒街市20公里，距离越南首都河内195
公里。巫头村还是去往国家 AAAA 景区金
滩景区的必经之路，两者距离只有 3 公里。
防东高铁建成后，巫头村地理及交通优势越
发显现。

助力乡村振兴。巫头村除发展传统的
浅海捕捞、海水养殖、海产品加工产业之外，
还因地制宜，大力推进光伏产业以及乡村旅
游产业发展。目前，巫头村已进驻 1 家上市
光伏公司，计划租用虾塘 2300 亩，实施
150MW 渔光互补旅游综合示范项目。项目
已开始施工并产生收益，村民每年获得土地
租赁收益 160 万元以上。巫头村以建设“一
本正京”京族海洋特色小镇为契机，加快风
貌提升工作；目前正实施房屋立面改造、健
康步道、雨污分流、文化长廊等项目。项目
带动当地村民就业、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
活质量、促进京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乡村
旅游发展拉动了周边消费，促进村民就地就
业，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巫头
村的许多村民通过开办民宿，经营农家乐、
海鲜来料加工等实现了增收，人均年增收
2000 余元。 (林 沃)

长洲区各中小学同上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学第一课”

东兴市强力推进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