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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 刘振中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公元
815年，任柳州刺史的柳宗元，记下从长安“共
来百越文身地”的心境。柳宗元治柳期间，重修
孔庙文治教化，释放奴婢移风易俗、凿井植柑发
展生产，促进了中华儒家文化和百越骆越文化
的融合，千余年后，仍被柳州市民亲切称为“老
市长”。柳宗元“辅时及物”“利安元元”“因俗而
治”等民族地区施政理念，跨越千年，仍然温暖
着柳江边的这座城市，成为柳州构筑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核。

柳州，是一座以工业知名的中国西南多民
族聚居城市，43个民族人口长期定居在此。从

“桂中商埠”“工业重镇”到“工业柳州”，柳州各
族人民以经济、文化和社会交往为媒，相互交
融、和谐相处，共同书写了柳州发展历史，创造
转化了以歌仙刘三姐、文豪柳宗元等为代表的
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创新发展了以红七军过
柳州、柳州解放、工业创业等为代表的红色文化
和工业文化，锤炼出“开明开放、敢为人先，创新
创业、自强不息”的当代柳州精神。如今的柳
州，正以助推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
范区建设为契机，加快构筑共建共享的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

转化发展延续核心价值观。“柳州境内8个
世居民族传统服饰式样不一，精彩纷呈，但都有
互相借鉴之处，出现在这件瑶族衣物上的八角
星纹，根据考证，在七千年前长江中游的汤家岗
文化中，就已经开始使用，相类似的纹案在苗、
壮、瑶、黎等民族的刺绣背带、服饰、铜鼓上也有
出现，这充分说明，中华文化在不断交流互鉴和
不断包容中形成。”柳州博物馆解说员张泓在解
说中娓娓道来。

柳州市建成国有、非国有博物馆61家。今
年“五一”假日期间，柳州各博物馆接待游客
28.69万人次，居全区各市之首。柳州市成立博
物馆协会，让历史文物“活起来”，通过开设民族
服饰展、历史文物展等展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生动演绎中
华文明强大包容性这一“传承密码”。柳州市将
民族传统文化以现代化方式演绎，打造“龙城笔
阵”民族文化创作品牌，《白莲》《侗》《刘三姐故乡
的歌》《仫佬仫佬背背抱抱》《红瑶梦》等民族文化
精品层出不穷，《八桂大歌》从2003年首演以来，
多次在国内外巡演，演出4580多场，不断弘扬广
西民族文化、彰显民族精神、展示民族团结风采。

国庆期间，融安县长安镇游客如潮，来自桂
林的彩调剧迷杨以峥徜徉在修缮一新的古骑楼
街，惊喜地发现这里处处都有“歌仙刘三姐”元
素。明朝初期获名的长安镇，是彩调剧“刘三
姐”扮演者傅锦华的故乡。这里记载着穿城而

过的融江，古往今来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历史，“彩调”“山歌”“龙舟”“文场”“粤曲”“会
馆”等不同文化在这里轮番登场、相互辉映。融
安县打造“骑楼古韵·周周有戏看”民族文化品
牌，提升了各族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形
成各民族文化共融的中华文化氛围。如今的骑
楼街，已成为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新
时代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亮丽窗口，正焕发着
时代魅力。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一句
《致青春》台词，让观看这部音乐剧，从上海前来
支援建设的“老柳州”们潸然泪下。1958年，在
党中央援建广西工业的号召下，一大批青年工
人和技术人员南下建设柳州工业，奠定柳州现
代工业的厚实基础。如今，这座城市培育工业
总产值超亿元企业超过 400家，超百亿元 6家，
形成汽车、钢铁、机械、化工及日化、轻工为支
柱，新能源、智能装备、智能家电、生物制药、新
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5+5”现
代产业体系，工业门类在国家41个行业大类中
涉及 34个大类，工业总量、工业效益居广西各
市之首，实体经济发展韧性十足。

新的时代，柳州将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
代制造城作为发展战略首选方向，提出“团结如
钢铁·龙城石榴红”全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工作品牌标识，一代又一代的工业人不断赓
续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建设国家的精神传统，演
绎属于中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

共建共享民族文化加深各族群众交融。“从
我们村民群众的活动，发展成国家体育比赛的
项目，我以前想都不敢想。”三江侗族自治县富
禄苗族乡“抢花炮”传承人黄富坤说。抢花炮，
是柳江上游——都柳江沿岸极具代表性的民族
文化活动，因其历史悠久和群众基础广泛，1986
年，经广西推荐，抢花炮被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嗣后，花炮项目正式成
为这个国家级比赛的 7个竞赛项目之一。自
此，这项群众性体育运动，有了对美好生活强烈
追求的寓意，有了中华各民族一起参与，发展前
景更加广阔的内涵。

柳州市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工作的实施方案》，出台《柳州市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条例》《柳州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融水
苗族自治县芦笙和斗马文化保护条例》《三江侗
族自治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条例》
等，通过对历史建筑保护、民族文化市场规范等
方式，引导合理挖掘、开发民族文化资源，推动全
市有序活态传承民族文化。该市民宗委组织制
作 10集《传承》纪录片，通过“访谈+演绎”的方
式，邀请侗琵琶、苗族古歌、壮欢、芦笙制作技艺

等传承人谈传承、讲创作，反映民族文化折射出
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

“山连山，田连田，我们感情自然亲。”融水
苗族自治县梦呜苗寨景区内，20名村民自排自
演的一曲侗歌，听得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如痴
如醉。在这座从深山搬迁出来的苗寨里，73栋
民族传统建筑的一柱一梁经拆解后重新组装，
23户189人整体搬迁到县城成为“新市民”。在
这里，民族群众不仅能触摸到伸手可及的基本
公共服务，月稳定收入增长 1000元以上，更加
坚定了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近年来，以侗族木构建筑“程阳风雨桥”为
核心的三江程阳八寨景区获评国家AAAAA级
旅游景区，“侗画”“苗绣”“民族村寨特色游”等
民族文化产业成为脱贫群众重要的稳定就业产
业，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举办“百
节之乡”“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融安县举办

“龙超”国际龙舟赛，吸引国内外游客纷沓而来，
各族群众在文化的彼此认同中，逐渐形成相互
依赖、感情密不可分的共同体。

侗族作家杨仕芳第一次到桂黔交界的乌英
屯，就感动于苗家妇女们对外界的向往和对掌
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渴求，他写下了报告文
学《新声》。“真正抵达苗寨深处的是语言，而能
够把苗寨带到远方的同样是语言”。深山苗寨
妇女们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故事，同样感
动了返乡支教的贵州籍大学生潘木枝。潘木枝
说：“我用 12年走出大山，她们只用了 1年。你
以为她们是我的学生，其实她们才是我的老
师。”如今，“学语言 促团结”学习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活动已遍地开花，全市普通话普及率达到
93%，柳州市普通话普及率高于国家平均水平
13个百分点。

文化接续传承赓续中华文明脉搏。“中国共
产党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真正代表着中华民族
的利益。相信党、跟党走，各族人民牢固树立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
共同体理念，才能带领中华民族自由解放和繁
荣昌盛。”走进鱼峰区窑埠街小学，“赤焰”宣讲
团成员李昕倬同学，在学校红色教育长廊，为新
入校师生们解说。沧桑巨变，弦歌未辍。窑埠
街小学建校 82年来，一直传唱首任校长、中共
地下党员郑黎亚书写的校歌《我们是民族的小
英豪》，教育每一名从这里走出的孩子们树立正
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柳州市积极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
打造主题教育馆、“石榴红”民族乐器馆、青少年
教育基地、机关教育基地、教育系统实践教育中
心等教育载体290余个，依托学校教育资源、课
堂计划开展工作，举办与新疆地区学校开展“手

拉手”通信活动，把民族非遗文化纳入教育教学
的全过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中华文化观，让
各族青少年都能触摸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
大学本科一年级开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公共必修课，充分利用班（队）会课、主题团日，积
极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爱国主义、国防安全等主
题教育，全市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课开课率达
100%。常年坚持开展中华经典诵读讲写活动的
学校有300多所，参与学生10多万人。

“芦笙吹到城市来，既满足了进城务工群众
对乡音乡情的思念，又让城里的居民触摸到民
族文化的宏远精深，构建起了一座民族团结的
桥梁。”柳州市委讲师团成员黄晓艺在一场面向
街道群众的宣讲中，讲述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集体——柳州市芦笙协会的中华民族共同
体故事。芦笙是带有鲜明地域性的文化图腾，
芦笙吹奏和芦笙舞，是西南地区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代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不
少壮、侗、苗、瑶、水等民族群众从出生开始就接
触到这种乐器，习惯在其中交流感情、表达心
情、传递祝福。柳州持续举办了15届各族群众
参加的芦笙比响文化活动，促进了城市居民与
进城务工群众的相互认知和民族文化的相互接
纳。

柳州积极在乡村旅游、文艺会演、主题活动
等传承红色脉搏，立足柳州工业立市强市、各族
群众长期和谐共居、民族文化繁荣共生以及特
色产业鲜明等实际，整理以时代精神推进边疆
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柳工出海”故事、促进
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的“芦笙吹进城市”故事、
发动群众共同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56路
公交车专线”故事、以特色产业促进各族群众共
同富裕的“一碗螺蛳粉、民族团结情”的故事，以
及“山同脉、水同源、语同音、俗同形、人同心”的
共同发展三省坡故事等，征集出品《龙城石榴
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柳州故事集，拍摄

《向人民报告》《送饭求学路》《芦笙之恋》《开启
苗寨致富的金钥匙》等少数民族题材扶贫微电
影，制作《苗山脱贫影像志》纪实性摄影作品，创
作三江侗族农民画史上最长画卷《民族团结进
步在柳州》，用故事讲成就、用故事谈理论、用故
事推做法、用故事鼓信心，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宣教工作更深入人心。

“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推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精神文化支
撑”。柳州，正沿着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
确道路阔步前进，不断以新的成绩，为广西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作出积极贡
献。

（作者系柳州市民宗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南宁市良
庆区蟠龙社区进行实地调研时，对蟠龙社区坚
持党建引领聚合力、服务为本促发展的做法表
示肯定。一年来，蟠龙社区牢记总书记殷殷嘱
托，创新建立“136”工作机制，形成了蟠龙社区
治理新经验新模式，2024年 9月荣获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一花独秀不是春，百
花齐放春满园”。南宁市推广蟠龙经验和治理
模式，建立示范建设体系，按照“一社区一品牌”
建设工作思路，要求各市、县每年创建1-2个示
范社区，各城区每年创建2-3个示范社区，以扎
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
动，增进各民族在空间、经济、文化、社会、心理
等方面实现互嵌，助力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示范区。

提升社区服务供给能力
优化社区布局结构，通过优化调整社区管辖

范围、按程序增设社区等方式，推进全市城市社
区管辖范围、服务人口总体均衡。持续完善社区
周边配套设施建设，统筹布局社区医院、老年人
活动中心等配套短板，从城市规划和资金项目上
予以倾斜支持。强化社区服务供给，紧盯特殊人
群需求，通过提供助浴服务、幼儿托管服务等，以

项目化方式加强社区服务供给。提升社区服务
效能，探索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业务办理错时延时
服务机制，在家门口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
健全“网格化+信息化”社区治理模式，完善网格
化治理机制，将党建、民政、城管和应急管理等各
类网格融入“一张网”，实现社区治理服务事项一
网通办、一网统管。持续完善南宁“民呼我应快
办”智慧服务平台建设，增设多元化反馈渠道，实
现社区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

畅通社区共商共治渠道
探索打造多民族融合的议事协商阵地，充

分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人大代表联络
站、社区活动驿站等活动场所，引导各族群众参
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协商共议社会治理、小区管
理、社区发展等事务。畅通诉求表达渠道，推动
成立由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共建单位、社会
组织、各族居民代表等多方参与的社区治理委
员会，依托“逢四说事”“老友议事会”等成熟的
协商议事机制，广泛听取并吸纳各民族群众的
意见与建议，协调解决各民族群众之间的利益
冲突和纠纷，推进基层协商民主进程。变社区
居民和利益相关方的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增
强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与公信力，实现社区共商

共治。
增进社区群众文化认同

关注不同文化需求，展示民族特色，增进认同
感归属感。根据各社区不同的民族构成，组织开展
多元民族文化活动，如在各民族民俗节日中，通过组
织办歌会、打扁担等丰富的活动形式，让各族群众在
记住乡愁的同时，增进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推动建立社区民族文化交流中心，增进文化交流和
理解。通过开设各民族的语言学习、历史文化讲座
等课程形式，让居民在学习各民族文化知识的同时，
增进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打造特色民族文化
品牌，深入挖掘和弘扬南宁的多元文化，重点突出

“邕”文化、昆仑关红色文化等南宁特有的文化印记
和独特标识，结合各社区实际情况，打造具有南宁特
色、各民族共享的文化品牌，促进各民族文化的
交流互鉴与融合，展示南宁本土文化魅力。

拓宽社区建设资金来源
在落实社区惠民项目专项资金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探索设立互嵌式社区发
展专项基金，统筹用于设施维修、社区环境治
理、困难群众帮扶、居民文体活动等公共项目建
设。探索公益创投创新机制，围绕社区需求精
准发布公益创投项目清单，通过创新“公益+低

偿”“公益+市场”的运作模式，解决社区服务资
金保障难以持续问题。引导社区结合自身需
求，联合社会资本创办社区服务型企业，承接养
老服务、文化娱乐、校外托管等低偿服务，填补
社区服务空白。推进社区发展慈善基金建设，
继续推动与南宁市慈善总会等慈善机构开展深
入合作，通过发布倡议、社企联动、项目合作等
方式广泛募集慈善资金，进一步拓宽互嵌式社
区治理的资金筹措渠道。

打造社区治理专业队伍
规范社区工作人员选拔考核制度，推动选拔

流程公开透明，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吸引
更多人才投身到基层社区建设中来，促进基层社
区治理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加大职业技能培训
力度，探索建立与高校、跨市、跨省社区结对交流
合作模式，开展社会工作人才和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培训，大力培养符合本土需求的互嵌式社区治
理工作所需的专业人才。探索实施资格考试计
划，动员社区干部参加各级社工师职业资格考
试，提升专业化职业技能。持续完善社区工作者
奖励激励机制，探索设立社区专项奖励资金，对
取得职业水平证书的社区工作者给予奖励，提升
社区工作人员职业荣誉感和认同感。

推广“蟠龙模式”推进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

旖旎柳江融汇的中华民族情怀
——柳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