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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港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绿色
发展决心，充分发挥丰富的林业资源，凝聚
民族团结进步共识、推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
展、助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促进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推进宜居康寿美丽家园建设，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林业工作与民族团结
进步协同发展之路，荣获“国家森林城市”

“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市”“中国南方板材之
都”称号，不断奏响民族团结进步的绿色乐
章。

纳入民族工作格局，
凝聚民族团结进步共识

贵港市将林业工作纳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工作、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全过程，统一部
署、统筹推进。同时，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
和考核机制，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和任务，确
保林业工作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同频共振。通
过召开专题会议、举办培训班等形式，加强对
林业系统干部职工的民族政策教育，使他们深
刻认识到林业工作在民族团结进步中的重要地
位和作用，从而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促进林业科技交流，
推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

贵港市积极开展林业科技下乡活动，组织
林业专家和技术人员深入民族地区，为当地群

众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加强与民族地区的科
技合作，推广应用先进的林业技术和成果，
提高林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同时，培养了一
批本土的林业科技人才，为民族地区林业发
展提供了人才支撑。通过举办林业科技培训
班、现场观摩会等形式，提高了各族群众的
科技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增强了他们的自
我发展能力。近年来，该市 1人获聘国家林
草乡土专家，56人聘任全区林业科技推广服
务技术人员，20多名林业科技特派员进驻全
市相关脱贫村、合作社、种植大户开展林业
科技报务，推广油茶良种 10多个，培育优质
油茶苗 160 多万株，油茶种植 2.16 万亩。完
成 1个中央林业科技推广项目和 1个自治区林
业科技推广项目建设，完成市本级油茶、马
尾松等多个示范推广项目建设，参与建成 1
个植物园，完成“大玉余甘果丰产栽培技术
推广示范”项目建设。

推动林业产业发展，
助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

贵港市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林业资源，积
极发展木材加工、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等特色
产业。通过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进龙头企
业、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等措施，推动林业产业
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发展。在民族地区，
重点扶持发展了一批特色林业产业项目。平原
地区不断发展壮大木业企业，全力打造“南方
板材之都”。2023 年林产品加工产值 550 亿
元，全市有旋切单板、胶合板为主的木材加工
企业 35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木材加工企业

659家，占全市规上企业的 53.8%。全市林产
加工从业人员 20万人，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的
劳动力 （包括少数民族劳动力），使特色产业
增效、农民增收。平南县大鹏镇高坪村打造

“广西盆景第一村”。平南县大鹏镇高坪村全
村约 3000 多人，有 300 多人从事盆景产业。
盆景桩材种植面积 800 多亩，多为苗培种植
中小盆景素材。经贵港市林业局指导，2018
年广西盆景艺术家协会决定授予大鹏镇高坪
村“广西盆景第一村”称号。获得“广西盆
景第一村”称号后，高坪村 2019年营业额达
5 千多万元。高坪村原来是个出了名的贫困
村，由于盆景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商机，
土地得到了高效的利用，对劳动力的需求很
大，许多贫困户因此脱贫，高坪村正逐渐富
裕起来。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当地群
众的收入，还为民族团结进步奠定了坚实的
经济基础。

发挥林业资源作用，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贵港市以林业为载体，开展了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民族文化活动。如举办森林音乐
节、民族风情摄影展、林业科普宣传周等活
动，吸引了各族群众的广泛参与。这些活动不
仅展示了贵港市丰富的林业资源和独特的民族
文化，还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
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此外，贵港市还积
极挖掘和保护民族地区的林业文化遗产，将其
与旅游开发相结合，打造了一批具有民族特色
的森林旅游景点，推动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平南县北帝山旅游区是 2013年自治区确
定的第二批“森林人家”品牌单位，入选国家
旅游局全国优选旅游项目名录，并列入自治区
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在推动旅游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发挥巨大作用。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建设宜居康寿美丽家园

贵港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和管理，严厉
打击非法采伐、盗猎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同时，积极推进国土绿化行动，加大植树造林
力度，提高森林覆盖率。2023年，贵港市林
业 用 地 面 积 51.3 万 公 顷 ， 森 林 覆 盖 率
43.37%。在民族地区，优先实施生态保护修
复项目，加强对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生态
功能区的保护和建设，为各族群众创造了优美
的生态环境。此外，通过开展生态宣传教育活
动，提高了各族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使他们
自觉参与到生态保护中来，共同建设宜居康
寿美丽家园。覃塘区蒙公乡新岭村打造“国
家森林乡村”。2015 年，在市林业局的指导
下蒙公乡新岭村荣获 2015年度广西“绿色村
屯”。2017 年，市林业局指导该村申报“全
国生态文化村”；2019 年，市林业局指导该
村申报“国家森林乡村”。经过多年努力，蒙
公乡新岭村建成了集接待中心、生态农业展
示厅、灵龟阁观景台、文化广场、生态停车
场、旅游公厕、观光绿道、特色农庄、民
宿、登山健身步道及 103 栋房子和村庄庭院
的风貌改造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区。

近年来，贺州市昭平县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
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旗帜鲜
明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
全县各项工作的主线，聚焦建设宜
居康寿美丽家园，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立足资源
优势，做好山水文章，以山水融文
旅、以文旅促交融，让各族群众在

“吃住行游购娱”中深刻领悟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推动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入行。

聚焦挖掘特色资源优势，
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昭平县围绕“古镇寻梦、田园
观光、民宿体验、茶海度假、山水
养生、温泉休闲”六大旅游产品体
系，成功打造了以黄姚古镇、凤立

村、杨村村等国家级、自治区级民
族特色村寨，以及广西将军峰茶业
集团有限公司和广西华泰药业有限
公司等自治区级、市级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单位，贺州市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为主的乡
村旅游路线和红色精品研学及康养
综合路线等。2023年全县接待游客
人数约 1128.14万人次，游客在行走
中望得见山水、记得住民族风情、
感悟得到中华文明。

聚焦挖掘茶文化独特魅力，
促进茶旅深度融合发展

昭平县按照“茶园景区化、茶
旅一体化”的思路，结合实际打造
了“中国茶技·忆之非遗”昭平茶乡
之旅路线，不断提升茶旅文化内涵。

打造观光体验体系。昭平县突
出以茶促旅、以旅兴茶、茶旅互
济，大力促进茶旅融合发展；依托
南山茶海、故乡茶博园景区，以生
态农业休闲观光园为载体，倾力打

造沉浸式茶寿文化、非遗文化、民
俗文化相融合研学课堂，为各族群
众提供一站式研学旅行服务。

开发多元产品。昭平县充分发
挥走马镇福行村六堡茶农旅示范区
优势，做足民族特色村寨与文旅融
合文章，利用茶园优越的自然生态
环境以及民俗风情，发展茶园旅游
民宿、乡村酒店、手工茶制作体验
中心等康养度假产品，促进昭平茶
品牌价值的提升和当地群众的可持
续增收，形成集采摘体验、餐饮住
宿和茶产品销售为一体的茶乡特色
旅游。

开发文创作品。昭平县以茶为
主要元素，开发了昭平旅游形象

“茶小昭”，衍生出了一批独具昭平
茶海、桂江、古镇、非遗技艺等地
域特色的文创产品，让现代创意与
昭平的多元文化相结合。2023 年

“ 昭 平 探 茶 香 寻 古 镇 之 旅 ”入选
“乡村四时好风光”全国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昭平茶香之旅 2日游”入

围2023全国茶乡旅游精品线路，“昭
平茶香之旅”入选 2024新茶饮茶文
旅线路，旅游路线通过茶艺展示、
民俗打油茶、传统糍粑制作、民俗
竹竿舞等体验活动，推动各族群众
在旅游中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
度交融，每年可接待游客 36 万人
次，带动 1000 多名群众就业，助
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与此同时，
昭平县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与乡村旅
游融合发展试点工作在促进乡村产
业振兴、提高群众生活品质、促进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构筑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方面取得了明显
成效。

聚焦挖掘优秀中华文化内涵，
丰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载体

昭平县依托县内的春茶节、五
月十三文化节、瑶族“盘王节”、柚
子灯节、鱼龙节、广西三月三等丰
富的民俗节日，深度挖掘独具昭平
特色的茶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民

俗文化等内涵，收集整理蝴蝶舞、
舞鱼龙、仙回调马、昭平瑶歌对唱
等 13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料，
引导景区将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等
融入景区规划建设，通过线路设
计、展陈展示、讲解体验、宣传推
介等展示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推
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
展，支持黄皮糖加工技艺、黄姚豆
豉加工技艺等非遗文创产品开发，
不断丰富旅游内容，增强各民族对
中华文化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

下一步，昭平县将继续整合茶
旅资源，探索推进“茶旅融合”发
展促“三交”，深化“茶旅融合+民
族文化”“茶旅融合+非遗传承”“茶
旅融合+红色旅游”等发展模式，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活文旅融
合新引擎，进一步扩大昭平——中
国有机茶之乡精品旅游线路的影响
力，实现以茶兴业、以茶富民，不
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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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平：做好山水文章 书写以旅促融新篇章

郁郁葱葱的山林郁郁葱葱的山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