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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浩云

河池：民族百花园 有诗有远方

地处桂西北的河池市，是英雄
的热土、长寿的福地、歌仙的故
乡，是绿色发展之城，是各族群众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奋斗之
地。经过近年来的跨越式发展，如
今，这座民族团结百花园生机盎
然，鲜艳夺目，有诗有远方，携手
奔前程。

多民族作家书写新时代

“人的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突
然被改变的”“一个人总是有些事情
是对任何人都不能说的……”今年
六月，广西文坛热火朝天。鲁迅文
学奖获得者、“广西文坛三剑客”之
一、仫佬族作家鬼子新推出的长篇
小说 《买话》 广受文学界关注，从
广西到全国，好评如潮。

鬼子是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
在广西，罗城声名远播。作为全国
唯一的仫佬族自治县，县内聚居着
壮、仫佬、瑶、苗、侗等5个世居少
数民族，宋开宝五年置县，有“千
年仫佬，三尖罗城”之称。

“‘千年仫佬’是指罗城历史
悠久，仫佬族与各族群众在此和睦
生息已有上千年历史。‘三尖罗城’
则指山头尖、筷头尖和笔头尖。”罗
城县委副书记黄菊云介绍说，“山头
尖”是指万峰林立，水秀山清，生
态宜居；“筷头尖”是指盛产美食，
物华天宝，热情好客；“笔头尖”是
指文人辈出，人杰地灵，文化底蕴
深厚。鬼子正是“笔头尖”的代
表，其代表作包括“瓦城三部曲”：

《瓦城上空的麦田》《上午打瞌睡的
女孩》《被雨淋湿的河》，以及长篇
小说《一根水做的绳子》等。

确实，在风头正劲的“文学桂
军”当中，河池作家占据广西文学
半壁江山。在早期，周钢鸣、曾敏
之、包玉堂、潘琦、常剑钧等老一
辈作家影响广泛。近三十年来，东
西、鬼子、凡一平、红日、李约热
等一批知名作家，创作了大量的优
秀作品，斩获了茅盾文学奖、鲁迅
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
马奖等系列文学大奖。评论界认
为，“文学桂军”作品的特征是民族
和边地野气横生。河池作家的作品
更是如此，这些作家中有壮、汉、
仫佬、苗、瑶、侗等多个民族，他
们互相交流学习，团结友爱，携手
共进，书写崭新时代。

“一个人的民族身份是逃不开
的。如果某一天，我觉得应该写写
我的民族的时候，我也不会让作品
孤立于本民族之外，而是把我的民
族放到整个人类命运的长河里去思
考，去做深度的挖掘。”鬼子热爱自

己的民族。“我相信，总有一天，会
有人写出无愧于我们仫佬族的伟大
作品。因为我们仫佬族是一个很好
学的民族，而且充满血性，人才辈
出。”

旅游红火乡村美

“无论走到哪里，离开多远，家
乡都是我创作的源泉。”又见也是一
位河池籍壮族作家。他发表于 《民
族文学》 的散文 《河流奔腾不息》，
写的正是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兴镇的
澄江河。

澄江河是一条开满鲜花的河，
那里的海菜花有一种仙子般的淡雅
清纯，让人迷恋。澄江河清澈见
底，鱼跃鸢飞。河两岸田园错落，
色彩斑斓，民族村寨和谐宁静，一
派清新。不远处，群山环绕，绿树
葱茏，仿若仙境。

“海菜花对环境的要求相当高，
比如温度、湿度、日照，特别是水
流生态环境等。”又见说，可喜的
是，澄江河流域已建成国内唯一集
河流湿地、城市湿地、农耕湿地于
一体的喀斯特地貌国家湿地公园。
本来只可春秋盛放的海菜花，在这
里却能四季花开，清香扑鼻。如
今，澄江河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
景点。

“这里生态好，风光美，美食
多，人热情，我们都玩半个多月
了，目前还没有离开的想法。”刚退
休的湖南衡阳游客宴先生和朋友自
驾来河池，原定一周的时间一再延
长，乐不思归。

“随着旅游的发展，游客的增
多，我们的餐饮、民宿和皮筏生意
不断扩大，节假日从早到晚，根本
忙不过来。”在澄江河畔，经营民族
特色餐饮的韦老板说。旅游的红火
带动了周边乡村土特产销量的增
加，促进村民增收，村民们的眼界
更开阔了，乡村的风貌更美了，精
神文化生活更丰富了。

毛南山乡换新颜

在河池，贵南高铁贯穿而过，
共设置都安、永安、河池西、环江
四站。从都安乘坐贵南高铁到环
江，只用半个小时，是汽车行驶时
间的四分之一。

“2023年8月31日，随着贵南高
铁全线开通运营，毛南山乡群众翘
首以盼的‘高铁梦’终于实现，环
江正式融入南宁、贵阳一小时经济
圈及桂黔世界遗产大旅游经济圈。”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副局长王露妮一脸自豪地说。

“体验峡谷丛林穿越，感受原生

态的古滨河漂流，探寻桂黔古道，
每一项都充满挑战和刺激。”南宁驴
友潘晓明说，坐高铁过来很方便，
今年是环江喀斯特地貌列入世界自
然遗产 10周年，来遗产核心区木伦
景区玩一趟，很有纪念意义。

潘晓明的美好想象，正是环江
各族群众所探索和追求的。 2023
年，环江积极创建广西全域旅游示
范县，全年累计投入 1748万元，实
施项目 43个，加快推进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重点发展乡村生态游和民
族风情游，支持建成平治桑蚕文化
产业园、毛南族发祥地等一批精品
乡村旅游景点，培育《艾南》《将心
比心》 等一批民俗文化演艺作品，
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与 2022 年相
比，旅游消费、旅游人次分别增长
188.43%、155.04%。

“希望乡亲们把脱贫作为奔向更
加美好新生活的新起点，再接再
厉，继续奋斗，让日子越过越红
火。”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决策层表
示，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毛南
山乡发展的亲切关怀，音犹在耳，
激励着各族群众奋勇前行。

路通财通。2021年，环江实施
“交通强县”三年攻坚行动，大力建
设内通外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县内
道路交通日益完善，基本形成以

“两高”为主骨架，“五横五纵”为
大动脉，乡乡通二级路的现代化综
合立体交通新格局，为城乡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按下了“快进键”。

环江大安乡顶新村地处环江东
北部，地少山多，村民居住分散，
距离县城 20余公里。十年前，该村
是环江境内最偏僻的贫困村之一，
交通落后，通往县城只有一条弯曲
狭窄的沙土路。“以前‘晴天一身
灰，雨天一身泥’的状况已成为历
史。现在，宽敞的水泥硬化道路通
到了家门口，村里的楼房、小轿
车、小货车逐渐多了起来。”顶新村
的村民们开心地说。

“环江将坚持不懈深化文旅融
合，以更大的开放推动旅游向新发
展。”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长毛华慧
在 202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抢抓“双高”时代发展机遇，深挖
旅游资源潜力，推动西南岩溶国家
公园创建工作，探索融入桂黔世界
遗产大旅游经济圈最佳路径。同
时，夯实文旅产业发展基础，加强
与文化、旅游、农业等深度融合，
创建广西全域旅游示范县。

铜鼓声声响四方

“长寿文化、刘三姐歌谣文化、
铜鼓文化、丝绸文化享誉全国。”河

池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孔献玲
说，河池山清水秀生态美，是一片
神奇的民族文化沃土。

国家级铜鼓文化 （河池） 生态
保护区现有传世铜鼓 1458面，占世
界铜鼓藏量 2400 多面的一半以上；
有国家级非遗项目 13项，项目数量
位居广西第一；建成未成年人非遗
传承基地 31处，有多个案例入选全
国非遗优秀案例；持续举办 21届河
池铜鼓山歌艺术节，该节荣列广西
三大艺术节之一……河池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梁仁省介绍，被誉
为“世界铜鼓之乡”的河池，无论
是重大节庆或日常庆典活动，铜鼓
都是重要的礼器或乐器，成为当地
民族文化互动的载体，有力促进各
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了“遗产丰
富、特色鲜明、氛围浓厚、民众受
益”的建设目标。

事实上，除了铜鼓，还有巴马
世界长寿之乡、环江喀斯特世界自
然遗产等一系列世界级自然和人文
旅游资源，丰富多样，千姿百态。

2023 年，河池接待游客首次突破
5000万人次、增长67.5%，实现旅游
总消费528亿元、增长48.2%。

“文旅产业作为富民产业、生态
产业、幸福产业，与河池建设绿色
发展先行试验区目标契合、与建设
西南岩溶国家公园路径相通，发展
前景广阔、潜力巨大。”河池市委书
记秦春成表示，下一步，河池将全
面发力、全域联动，加快建设国际
宜居康养旅游胜地；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全力做好融合发展文章；
突出特色、打造精品，不断满足大
众旅游新期待；创新业态、促进消
费，不断延伸文旅产业链。

民族团结石榴籽紧抱，繁荣发
展幸福花盛开。2024年河池市第三
届文化旅游发展大会提出，加快建
设文化强市、旅游强市，把集山水
诗意与千年文韵的河池，打造成八
方游客心驰神往的“别样桂林”，为
推进“六新河池”建设贡献力量。

“河池文旅产业正迎来新的重大
机遇，高质量发展其势已成，其兴
可期。”秦春成说。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走坡节对歌现场。 蒙增师 摄

▶风景优美的都安地下河国家地质公园。 （河池市民宗委供图）

▲位于300多米悬崖上的罗城棉花天坑酒店。近十年来，棉花村
创新“旅游+民族团结进步”新模式，通过文旅开发促进当地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被评为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广西最佳旅游景区
目的地、罗城“三尖文化”研究基地等。 石 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