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客采摘圣女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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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醉神迷风火轮。

12月7日，2024年广西融水双龙沟梦
呜苗寨“过苗年·打同年”活动正式启动，
当地数百名苗族群众与来自全国各地的
游客欢聚一堂“过苗年·打同年”，以苗族
传统的方式喜迎苗年到来。

苗年是苗族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苗年，在苗语里称“努轮”，从农历十一月至
十二月，历时一个月。苗年也是苗族同胞
庆祝丰收、祈求来年幸福的重要时刻，寄托
着苗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打同年”
是融水苗族村寨的一种民俗，即友好村寨
之间的拜年联欢活动，人们互称对方为“同
年”。

当天，来自融水各乡镇、三江侗族自
治县以及贵州省、湖南省等地同年队伍浩
浩荡荡走进梦呜苗寨。

梦呜苗寨的苗族同胞们则身着盛装，
笙歌阵阵、起舞翩翩，将苗家传统风俗人
情呈现给远道而来的客人。

“ 打同年”少不了来一场酣畅淋漓的
“芦笙比响”活动。芦笙吹响，风调雨顺；
芦笙吹响，五谷丰登。苗家人的血液里流
动着芦笙的曲调，这是独特的印记。

芦笙响，脚板痒。芦笙踩堂舞是打同

年最具特色的活动。伴随着青年们激昂
的芦笙声，姑娘们身着华丽的盛装围圈而
舞，款款移动，气氛欢快，场面热烈，令人
赏心悦目。

在热烈的气氛中，远道而来的众多
“同年”和游客也加入了芦笙踩堂舞的队
伍，各族同胞欢聚一堂，大家通过吹芦笙、
跳踩堂舞等多种民族传统方式，与全国各
地各族同胞们“打同年”交流联欢，相互加
深了解，共同促进非遗文化的交流与传
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一次参加苗族打同年活动，看到
各民族同胞一起唱歌跳舞，大家欢聚一
堂，非常开心，也希望可以经常来参加这
样的活动。”来自贺州的游客黎娟激动地
说。

“打同年”仪式结束后，数千名“同年”
游客参加了当地的苗族“同年宴”。同年
宴是苗家最高的待客礼节，热情的苗寨村
民杀猪宰牛，端出陈香的苗家酸鱼酸肉和
糯米酿酒，蒸好糯米饭，盛情款待客人，大
家在一起共享苗家美食，共叙“同年”情
结。

（覃美 欧振波/文、图）

融水：苗乡群众与游人“打同年”庆祝苗年

12月8日，蒙山县蒙山镇高堆村生态特色水果种植基地，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采
摘“圣女果”。蒙山县依托 321 国道发展乡村旅游业，在公路两旁的秋收后冬闲稻
田里种植高产优质名优水果“圣女果”，发展乡村振兴产业。

（江永录 摄影报道）

蒙山：“圣女果”熟引客来

12月6日，在百色市田阳区举办的首届旅游美食节上，璀璨铁花之夜精彩上演。耀眼夺
目的千年非遗火壶、风火轮、打铁花表演轮番登场，给现场广大观众送上绚丽多彩、梦幻神
奇的视觉盛宴，精湛震撼的绝技展演令人目不暇接。

（黄国顺 摄影报道）

田阳区：璀璨铁花绚丽夺目

贺州：大力发展风电产业

日前，忻城县壮锦织锦技艺技能（女性赋能创业）培训班在莫土司衙署壮锦织锦传承基
地举行，当地200多名妇女在“非遗”传承人讲解和演示下，学习壮锦织锦技术，推动壮锦
文化传承、创新和发展。

壮锦是中国壮族的特色手工织锦，与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2006年,壮
族织锦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樊绍光 摄影报道）

忻城：“壮锦织锦”进妇女课堂

▲活动现场。

▲风力发电机。

▲当地妇女在学习织壮锦绣球。

近日，在钟山县凤翔镇境内的一处风电场，一台台风力发电机矗立在群山之
巅，迎风转动，十分壮观。近年来，贺州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充分利
用当地高山风能资源，因地制宜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黄旭胡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