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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在见到来自湖南衡阳的晏先生
时，他正和几个伙伴坐在紧挨着澄江河的一家
饭店品尝当地的美食。距离他不到百米的澄江
河，被誉为“一条会开花的河”。

澄江河是都安瑶族自治县的母亲河，全长
42公里，这条河以“河中海菜花开，水质清
澈见底”闻名，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的到来。

“一条会开花的河”是缩影
八桂大地处处是风景

吸引游客前来河池游玩的原因之一就是河
里盛开的海菜花。海菜花的花瓣大多像雪花一
样白，基部的三分之一和花蕊则呈黄色，而且
不管是在水上还是水下，花瓣色泽都是透亮艳
丽的。海菜花是我国独有的珍稀濒危水生药用
植物，生长条件非常苛刻，对水质十分敏感，
只要水质稍有污染，它就会死亡。所以，人们
往往把是否能生长海菜花来判别水质是否受到
污染，环保部门称其为“环保菜”。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哪里有海菜花，哪里就有碧水清
波。

“一条会开花的河”，近几年来在网络上广
为人知。晏先生和伙伴们是通过朋友以及网络
上的介绍了解到都安的。半个月以来，他和伙
伴游历了几乎整个河池，一路走来，都安等河
池市各县（区）的风情让他们流连忘返。地处
桂西北一隅的河池市，是世界著名的长寿之
乡，拥有享誉全世界的喀斯特景观、媲美漓江
的清秀山水、中国水下的“珠穆朗玛”、唱响
大江南北的山歌等旅游资源，无论是自然景观
还是人文景观，是“养生·寿乡避暑之旅”“寻
秘·慢行山海之旅”“乐居·民宿体验之旅”“消
夏·漂流溯溪之旅”还是“牧野·乡村休闲之
旅”等多元体验，都令人叹为观止。

晏先生和伙伴们是在当地人韦昌宇开的饭
馆就的餐。韦昌宇从事餐饮已经 20多年了。
每天，韦昌宇会早早起床买菜，为提前订好餐
的游客准备食材。这里有现杀的农家鹅、都安
黑山羊、散养的土鸭土鸡……独具当地风味的

美食吸引了来自宁波、上海以及外国的游客，
这里既有自驾来的回头客，也有慕名而至，坐
高铁而来的游客。

像晏先生和他的伙伴们这样对河池流连忘
返半个多月的游客并不是少数。河池的秀丽风
光、民族美食、民族文化还吸引了全国甚至法
国、芬兰、美国等外国朋友来到这里。

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绳
维系各族群众的深厚情谊

文旅不分家，以都安为例，吸引游客前来
游玩的还有这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从这里
走向全国的有一众文学大咖，包括瑶族作家蓝
怀昌、壮族作家凡一平、瑶族作家红日、壮族
作家李约热等。其中，蓝怀昌是广西文联原主
席，红日和李约热分别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骏马奖，凡一平的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等等。

文化是一条无形的绳子，维系着各族群众
的深厚情谊。这里的人们爱唱山歌，山歌一唱
天下和，以山歌为牵线，以山水为平台，缤纷
多彩的民族文化吸引了天南海北的人们前来相
会。

在地苏镇兴利村红水河北畔，瑶族汉子蓝
如苔创办了一家文化旅游公司，如今已是他在
三岛湾扎根的第 13年。多年来，他充分发掘
本地的民族文化资源，其中开发的都安天窗之
夜，是集实景表演中的美人鱼表演、民俗风情
表演等，以及乡村酒吧、餐厅饮食等为一体的
场所。其实，蓝如苔心中有数，既有民族特
色，又能促进民族融合的项目自然会受到青
睐，像红水河三岛湾秘境、布努瑶民族习俗、
喀斯特峰丛谷地、《密洛陀古歌》、布努瑶祝著
节文化旅游节等已经吸引越来越多的各族群众
前来游玩研学。密洛陀文化、布努瑶民俗风情
和现代农业生态田园，更是构成三岛湾国际度
假区独具魅力的景观。

今年“三月三”期间，广西红水河都安三
岛湾国际度假区景区开展了一系列民俗活动。

从其中的2024“广西三月三·都安嘉年华”民
族风情展演暨桂黔滇湘粤山歌擂台赛来看，效
果相当不错，来自桂黔滇湘粤五省区的山歌手
与都安、马山、大化等各地赶来的各族群众一
起载歌载舞，唱起赞美党和祖国的山歌，不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等都是
布努瑶的主要聚居区，也是密洛陀文化的传承基
地。当地民俗活动丰富多彩，除“三月三”外，
还有一年一度最隆重的“祝著节”。这是瑶族群
众为了纪念其始祖密洛陀的传统节日，主要在每
年的农历五月二十九日庆祝。这个节日在都安、
大化、巴马、马山、平果、隆安等地都有庆
祝。节日期间，瑶族群众备上美酒佳肴，到指
定的场地祭祀密洛陀及其他祖先，并举行武术
表演、射弩比赛、斗鸟、打陀螺、跳铜鼓舞、
男女对歌等活动。晚上，瑶族老人则聚集在火
塘边，轮流高唱密洛陀古歌，不醉不休。

由于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祝著节”被列
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每年节日期间吸引了大量游客从四面八方
赶来参加活动。

除了“规定动作”，还有“自选动作”。三
岛湾歌圩则是属于三岛湾国际度假区景区自身
的一个项目。每月的 18日，景区就会成为各
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聚集地，都安、大化、
马山乃至武鸣等周边的各族群众聚集一起，唱
山歌品美食，联络感情交流文化。

既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
也做“润物细无声”的事情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近年来，河池市坚
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健全完
善民族工作体制机制，多措并举推动各民族广
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
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创新落实

“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结合地
方文化特色，依托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和地磁
康养条件，推出“游河池”等系列文化旅游宣
传营销活动，推出寿乡鼓韵·铜鼓文化传承体
验之旅等六大主题，以及“寿源圣地慢行山
海”等 15条旅游精品线路，以实实在在的独
特民族文化吸引游客来到河池游玩。

其中，东兰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线路入选
“2023年度广西研学旅行精品线路”。持续举
办壮族蚂虾另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
展示等民族节庆和宣传展示活动 385 场，近
200万各族群众参与体验了解中华民族历史，
感悟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2023年河池
市接待国内外游客 5010.25万人次，首次突破
5000万人次；旅游总消费 503.64亿元，首次
突破500亿元。

河池市民宗委副主任兰耿灯表示：“最
近，世界长寿之乡巴马长寿旅游文化视频亮
相印度、荷兰和奥地利等国，在国外吸粉无
数；央视 《朝闻天下》 关注并报道全市旅游
数据显示，在相关旅游平台上 335 个旅游目
的地里，河池跃上小众旅游目的地增幅排名
首位。今年‘五一’长假期间，全市接待游
客同比增长 26.74%，恢复至 2019年同期水平
的 164.31%……”从去年冬至今年春，经历了
春节长假、壮族蚂虾另节、广西三月三和“五
一”长假，多彩河池接住了一次又一次泼天的
流量，逐渐成为游客们伸脚可达的小众旅游目
的地。

“旅游除了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还有一
个好处就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都安
瑶族自治县民宗局局长韦克进一步介绍说：

“都安瑶族、壮族等各民族所居住的地方风景
秀丽，有山有水，有的地方山高弄深，相对封
闭，很少与居住地以外的人接触，也很少了解
到外面的世界。所以，在推广普通话以及传承
民族文化的同时，旅游也需要发挥作用。”

既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做“润物
细无声”的事情。河池市依托民俗文化，多次
组织团队到各地参加展演，充分展示民族团结
进步良好局面。近期，河池市获评第十一批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南丹县、环江毛南族
自治县获评第十一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县；26个单位获自治区第六批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区示范单位；17个集体、24名个人获得
自治区第九批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
人表彰……

河池市不断探索推出“文旅+”模式，促
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让民族
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民族团结之情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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