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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民族文化产
业园建设如火如荼，工地现场塔吊林立、机
器轰鸣，工人们加紧施工，以确保项目如期
完工。

今年是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成立 40 周年，
该产业园是县庆项目之一，项目总建筑面积
2.8万平方米，包括民族文化馆和文化产业大
厦，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56%。其中民族
文化馆主体结构施工完成，文化产业大厦正
在进行屋面构架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工程
量的80%。

为庆祝自治县成立40周年，该县谋划推
进乡村振兴培训基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基
地、城区中学教育项目、仫佬古城、中华廉
政文化园、河池港工业园、民族文化产业
园、红七军四把战斗纪念馆、城区路网工
程、义乌商贸产业园等十大惠民项目。该县
年前召开会议，听取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协
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题，项目建设滞
后单位作表态发言。春节过后，各施工单位
抓工期，抢进度，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工程
如期完工交付使用。 （韦如代）

当前正值春耕生产季节，忻城县委编
办将春耕生产与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创建
工作结合起来，两项工作共同推进、互相促
进。

抓好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知识学习落
实。把党的统战、民族、宗教理论政策和法律
法规知识纳入春耕生产培训内容，通过举办培
训班、发放学习资料等形式，使党员干部群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勤劳互助团结
奋斗的氛围。

抓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宣传教育工
作。通过设立宣传栏，在联系村悬挂横幅、张

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单等方式，使忻城县创
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的知识和要求
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营造浓厚的创建自治区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的氛围。

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志愿服务相结
合。积极组织县委编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志
愿服务队”深入少数民族村屯参与群众春耕生
产，开展创城、法治、禁毒、乡村振兴以及各种
惠农政策宣传。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宣传资料
5000 多份，协调运送化肥等农资 9 吨，种植甘
蔗30多亩。

（罗金城 韦陆尤）

近年来，龙胜各族自治县采取
四项举措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和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完善机制，依法开展保护工
作。认真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广西壮族
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龙胜各族自治县民间民族传统文
化保护条例》 精神，成立以县委、
县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县委办、
县政府办、县委宣传部、县委统战
部、县民宗局、县文广体旅局、县
教育局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县非
遗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县非

遗保护的规划、协调、指导等工
作。同时建立专题会办制度、联席
会办制度，明确保护项目、保护组
织，为保护非遗提供有力支持和保
障。

开展调查，抢救申报非遗。近
年来，龙胜积极挖掘、抢救和整
理 散 落 于 民 间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共收集苗族“四月八”传统
节日、瑶族服饰、龙胜瑶族长发
习 俗 、 侗 族 草 龙 草 狮 制 作 技 艺 、
侗族百家宴、龙胜壮族鱼生、龙
脊水酒酿造技艺、汉族多声部民
歌等信息数据 3000 余项。对非遗

项目整理建档，积极申报各级文
化遗产。

建馆收藏，传承利用非遗。该
县陆续建起龙胜各族自治县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陈列馆、平等广
南侗族民俗文化馆、泗水白面瑶族
博物馆、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马
海木雕馆等，通过生产生活用品等
馆 藏 物 品 展 示 龙 胜 苗 、 瑶 、 侗 、
壮、汉等民族的文化，以“馆”育
人，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同时，依
托龙胜丰富的旅游资源，推动非遗
工坊建设与乡村旅游相结合，在全
县建起苗族油茶、瑶族服饰、侗族

草编、壮族水酒等制作工坊 80 多
个，满足当地群众、中外游客和商
家客户观赏、品尝、定制的需要，
以非遗改善民生、促进团结的效果
渐显。

举办展演，宣传弘扬非遗。开
展非遗进企业、进校园活动，利用
各种节假日举办非遗展演活动。运
用网络、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
媒体平台讲述非遗故事，以及其中
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工匠精神。同
时，举办培训班，现场展示、手把
手教授各类非遗技艺。两年来，全
县举办各类非遗培训班 20 多期，培

训人数 1200 多人，培养了一批非遗
技艺的传承者和宣传者。

截至目前，该县有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项、自治区
级非遗项目 12 项、市级非遗项目 20
项、县级非遗项目 29 项，涵盖传统
技艺、传统音乐、民间信仰、消费
习俗、生产商贸习俗、游艺与杂技
等，建有瑶族服饰传承示范基地，
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 1 人、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 8
人、民间艺人骨干和民间文化传承
人1000余人。

（詹前军）

2023 年以来，融水苗族自治县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探索各
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实践路径，组织开展各
项活动，促进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
流、深度交融。

完善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工作机制。
县委统战部、县民宗局、县教科局、县卫生
健康局、团县委等多部门建立各族青少年
交流计划协调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和项目
清单，将“青少年交流计划”组织实施纳入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测评指标内容，支持各
中小学校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活动。2023
年全县各中小学校开展促进各族青少年交
流活动 81 场次。用好东西部协作帮扶机
制，开展与广东省廉江市文化、教育、医疗
等领域各族青少年交流活动，拓宽各族青
少年交流平台载体。推动廉江市 16 所学
校与融水 16 所中小学校建立结对共建关
系，开展线下交流活动 30 多场次，参与交

流学生1900余人次。
提高青少年交流活动的广度和深度。

充分发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
践基地作用，紧扣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
统教育主题，有效发挥红色文化、民族文化
的教育功能，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
2023 年重点打造融水民族高级中学、苗家
小镇、梦呜苗寨、县税务局、县民族初级中
学等一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
践基地。围绕“度假到苗山”旅游品牌，组
织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多样化的各族青少年
交流活动。依托蜡染、银饰、刺绣、古纸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将民族文化与研学
旅行相结合，精心设计研学线路。2023 年
成功举办“非遗·在时尚中闪光”非遗周，吸
引多地青少年到融水开展非遗研学活动。
2023 年全县 5 个研学基地共接待研学团队
近200余个、青少年约1.1万余人。

（卜玉杰 陈绍强）

近日，贺州市民宗委印发《关于进一
步深化贺州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实践基地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

《通知》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贯穿教育实践基地各项
工作的主线，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育，充分认识基地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构
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关键作用，
确保宣传教育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效果扎实。

《通知》要求，各教育实践基地需紧密

结合实际，精心策划和组织各类主题突
出、内涵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采用包括
现场参观、互动体验、专题讲座等多种形
式，借助新媒体技术生动展示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的历史文化魅力。同时，提升基地
服务功能与承载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致力于构建一个集学
习、体验、互动于一身的高质量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平台，打造独具贺州特色的教育
实践基地品牌。

《通知》详细提出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的
具体标准与要求，确保教育实践基地各项
活动高质量开展。 （李积埔）

3 月 2 日，金秀瑶族自治县长垌乡金秀
圣堂村集体经济产业园林下灵芝种植基地
示范基地内，工人忙碌地搬运灵芝菌棒，装
车起运。“春节前，长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跟
贺州一个专业合作社签订了 4 万棒灵芝菌
棒的订单，第一批菌棒今天交付，可以为村
集体增加收入40万元。”原驻村第一书记刘
扬春说。

2018 年，长垌村因地制宜发展灵芝、食
用菌等林下强村富民新兴产业，投资建设长
垌村村级集体经济产业园，壮大发展村集体
经济，成为金秀第一个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100万元的行政村。

据悉，该产业园采用“党支部+公司+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
目前有农村劳动力 30 人，其中脱贫户人年
均增收1万元以上，辐射带动周边村屯农户
337 户共 1117 人发展灵芝和食用菌种植等

林下经济产业。长垌村党总支部书记庞桂
斌介绍，合作社成立 5 年来，销往外地灵芝
菌棒30万棒，产值超300万元。

长垌村发展特色产业的实践，是金秀积
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金秀立足区域特色，发展多元
产业，逐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经
济优势，让绿色资源转化为绿色收益，实现
了生态产品价值促进城乡共富。2023 年，
金秀“依托瑶医药资源发展绿色产业案例”
入选广西第二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
例。长垌乡和平孟村获评广西第一批百镇
千村生态特色旅游示范镇和示范村，大岭村
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六段村获评广西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林下经济和生
态游带动餐饮、住宿、娱乐等产业发展，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76.6亿元。

（廖晨言 陶振英 程 成）

龙胜：非遗保护结硕果 改善民生促团结

3月4日，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三江侗族自治县政协组织机关女
干部和部分政协委员到侗族刺绣技艺传承基地开展研学活动，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
力。侗族刺绣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一直以来，三江积极宣传推广非
遗工作，做好非遗文化进校园、进机关活动，推动非遗的传承发展。

图为三江政协机关干部职工和部分政协委员在学习刺绣技艺。
（梁克川 摄影报道）

金秀将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

贺州加强“铸牢”教育实践基地宣教工作

融水大力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

忻城：春耕生产示范创建工作同抓共促

罗城：县庆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学非遗 庆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