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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体育促团结、促交流、
促发展的作用不断凸显。2024年 11
月 22日，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民委
等七个单位联合发布了 《关于体育
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
导意见》，要求充分发挥体育的多元
功能和综合价值，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凝聚强大力量。同一时期在三亚
市举行的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来自全国 56个民族
的运动员以赛事为媒，同场竞技，
同心筑梦，共同传承中华体育精
神，谱写民族团结新歌。笔者认
为，广西作为祖国的“南大门”，居
住着壮、汉、瑶、苗、侗、仫佬、
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多
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丰富多彩，
民族文化瑰丽多姿，是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边境地
区可以体育赛事为媒，促进兴边富
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传承弘扬优秀民族体育文化，
增强民族文化自信。边境地区因其
独特的自然地理位置、生活饮食习
惯以及多元文化的交融，经过历史

传承、演变后，孕育了丰富多元的
民族体育文化。广西不同的少数民
族聚居区，各自保留了花炮、珍珠
球、射弩、爬坡杆、陀螺等独特的
传统体育项目。这些项目不仅体现
了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身体素质和
技能，还蕴含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内
涵和民族情感。可通过少数民族体
育运动会、青少年体育运动会等赛
会载体，推动、传承好优秀民族体
育项目。深入挖掘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精神内涵，融入现代文明、群众
体育项目，积极组织策划边境地区
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盛会，开展
形式多样的民族体育赛事、健身活
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
强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播，充分发挥
广西优秀运动员、民族体育非遗传
承人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学校教
育、社会宣传等，讲好民族体育故
事，扩大民族体育知晓度、关注
度、认同度、参与度，进一步提升
民众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
感，增强文化自信。

打造边境地区特色品牌赛事，
增强边疆经济吸引力。近年来，广

西边境地区已成功举办了系列体育
赛事。例如中国东兴-越南芒街元宵
节足球友谊赛 （东兴）、“丝路杯”
中国-东盟乒乓球赛 （靖西）、中越
（凭祥-谅山）“友谊杯”足球邀请赛
（凭祥）、中越跨国“县超”气排球
邀请赛 （凭祥）、中越边境四县足球
邀请赛 （那坡）、中越边关“三月
三”民族团结大联欢活动 （宁明）、
中国龙州-越南复和红途国际马拉松
（龙州） 等。这些体育赛事的举办，
为举办地城市宣传、体育旅游发展
都带来了积极影响。边境地区可充
分挖掘自身自然资源优势和民族文
化特色，打造更具有地方特色、更
有影响力的品牌赛事。例如利用边
境地区多样的地形地貌特征，打造
极具挑战性的山地越野跑、边境公
路自行车赛、山地攀岩比赛等赛
事。通过高辨识度的体育品牌赛事
的策划、组织和推广，形成独特的
品牌效应，吸引国内外更多游客和
投资者关注广西，助力边境地区高
质量发展。

推动体育赛事与文旅融合发
展，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动体

育赛事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是
实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关键策
略。应在组织策划边境地区品牌赛
事的同时，积极开发与之相配套的
体育赛事文化旅游产品，如观赛旅
行套餐、体育主题度假村、体育旅
游精品线路等。通过丰富文化旅游
业态，提升旅游体验的深度与品
质，让体育赛事“流量”为文化旅
游“增量”，带动餐饮、住宿、交
通、农副业等相关产业的繁荣。进
一步发挥好“体育+”模式效应，推
动体育赛事与文旅产业相互促进、
共同提升的良性循环，推进各民族
共同富裕，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加强体育赛事基础设施建设，
夯实强基固边基石。体育赛事的举
办离不开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可
加大边境地区体育场馆场地、交
通、住宿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
特别是加大凸显边境地区人文与自
然特色品牌赛事的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提升边境地区体育赛事的承载
能力和服务水平，提供更加舒适、
便捷的参赛和观赛体验，吸引更多

的体育赛事爱好者、参与者聚集广
西。要聚焦群众期盼，以赛事筹办
为媒，培育和优化全民健身环境设
施，让赛事成果惠及全民，不断提
升群众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
进一步夯实强基固边基石。

深化体育国际交流合作，构建
沿边开放开发新格局。体育在促进
边境地区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中具
有独特的价值。应加强与越南及东
盟国家间的体育赛事交流，积极融
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不断
扩大广西体育的国际“朋友圈”。生
动讲述新时代广西体育的精彩篇
章，展现中华体育文化的深厚底蕴
与独特魅力，深化国际间的交流与
合作，推动区域间的文化互鉴和融
合。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的赛事管
理和运营经验，进一步提升边境地
区赛事专业化、国际化水平。组
织、策划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体育赛
事，充分展示大国形象、广西风
采，激发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
心，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向心力，不断增强各族群众“五个
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以广西边境体育赛事为媒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陈 铭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
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近年来，梧州市坚持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全方位、多途径、立体式大力实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铸魂工程，传承发展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全面构筑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教育引导全市各族青少年树
牢“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不断增强对伟大祖
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认同。

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铸魂工
程。梧州市充分发挥学校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阵地作用，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与“德智体美劳”相融合，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进校园，不断增进各族青少年对中华文
化的认同。结合落实 11部门印发的《加强学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指导意见》，与
教育主管部门共同制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
校园铸魂工程”工作方案，在全市 1670 多所大
中小学，81万多师生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教案、进课表、进课堂、进活动，实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进校园 100%全覆盖。打造过硬的在
职和兼职教师队伍，组织民间非遗传承人、戏曲
艺人、民间艺人、民间手艺人走进校园担任兼职
教师，培养一支由 300 多名教师和兼职人员组
成的队伍。推进粤剧文化、狮舞文化、诗词文化
进校园，通过空中课堂教学和在校艺术课程教
学为平台，开展 600多场（次）传统文化教学，参
加人数达 60.8万人次。同时还举办了十五届梧
州市校园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四届中小学师生
戏曲表演大赛，“戏曲进校园”率先实现 100%全
覆盖。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全国中小学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 8所、全国“诗教示范校”4
所、自治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8
所、自治区“非遗”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示范
学校立项单位 6个。

全面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工程。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把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办

学、治校、育人全过程。全市中小学校全方位开
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工作，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课堂教学、实践活动、
校园文化等，通过开设专题课程和学科融合教
育，做到教师、教案、课时“三落实”。积极开展
教学目标设计、课程设置、教材研究、教学改革、
教师培训，开展相关培训 896场次、教科研活动
1563场次，开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
的校本教材 96 种，充分发挥了课堂主阵地作
用。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开展红歌合唱、文艺汇
演、红色研学活动和“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宣传
教育活动，将社会主义价值观融入各项主题活
动中。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文艺汇演累计
189场次、参与学生 205034人、教师 11456人，开
展主题研学累计 108次、参与学生 17280人、教
师 1190人，开展文化艺术节活动累计 112次、参
与学生 168590人、教师 9013人。

整合红色资源，深入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
程。依托梧州在广西党史上的“18个第一”等丰富
的红色资源，打造特色“红色研学”精品线路，选出
50名优秀“红领巾讲解员”到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义
务讲解。定期组织开展“打卡红色教育基地”、红
色研学、红色剧本演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等
教育实践活动8.7万场次。以教学研的方式，教育
引导师生讲好党史故事、赓续红色基因，构建“课
堂＋体验”模式，打造“红领巾学党史”“红领巾心
向党”“红领巾讲解员”等少先队品牌项目，开展了

“红色研学之旅”“童心向党”“红领巾寻访”等实践
活动，覆盖2.3万多名少先队员，让师生在学史力
行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课堂教学，
结合“四史”宣传教育，教育和引导青少年学生增
强“五个认同”，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
娃娃抓起”，引导各族学生共建美好家园，共铸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推动红色教育、劳动教
育和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建设。截至目前，
全市共获评自治区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
地、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示范校共 30个；市级基
地、示范校共92个。各级各类学校组织开展红色
研学累计1506次，参与人数12.34万人次；组织教
师“四史”学习教育组织班次数 1069次，学时数
2165学时，参与人数41321。

大力实施进校园铸魂传承发展工程
全面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覃雪玲

2024年，巴马瑶族自治县坚持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高度重视民族
团结工作，将其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基石，精心谋划、积极行动，不断巩固和发
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
系，全县 12个世居民族和“候鸟人”共同生
活，亲如一家，用团结与友爱共同谱写着一
曲曲动人的民族幸福之歌。

加强宣传教育，筑牢民族团结思想根
基。巴马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渠道，广泛开
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通过举办民族
团结主题讲座、文艺演出、知识竞赛等形
式，深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让

“三个离不开”“五个共同”“四个与共”“五
个认同”等思想深入人心。同时，在县城大
街小巷、学校、社区、农村等场所设置民族
团结宣传栏，发放宣传资料，营造浓厚的民
族团结氛围。此外，巴马还积极挖掘和宣
传各民族之间团结互助的先进典型事迹，
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激发各族群众
维护民族团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巴马县
人民政府曾被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自
治县科学发展先进县”，县民宗局、公安局、
那社乡、燕洞镇先后荣获自治区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集体。

推动经济发展，夯实民族团结物质基
础。巴马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
题的根本途径，积极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
发展。加大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改善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
设施条件，为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便
利。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依托巴马的长寿
资源和生态优势，积极培育和发展旅游、康
养、特色农业等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
富。该县甲篆镇作为自治区民族团结示范
乡镇来打造，在得天独厚的养生资源的浸
润与孕育下，吸引着 4万余“候鸟人”常住，
甲篆镇人民与“候鸟人”和游客一起共享旅
游发展成果，也成为该镇最宝贵的财富和
不竭的发展动力。

促进文化交流，深化民族团结情感纽
带。巴马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各民族

的传统文化各具特色、精彩纷呈。为了促进
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巴马积极举办各
种民族文化活动，每年拨出专项经费举办瑶
族“祝著节”、“三月三”歌节、瑶族“盘王节”、
端午节等民族节庆文化活动，让各族群众在
共同参与中感受不同民族文化的魅力，增进
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此外，巴马还加强对
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加大对民族文化遗
产的保护力度，培养民族文化传承人，让优
秀的民族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如“巴马瑶族射弩”入选 2024 中国体育文化
优秀项目。此外，巴马还以瑶族非遗资源及
巴马民俗文化为依托，以巴马福寿文化为创
意核心，对巴马非遗进行挖掘，打造集产品
研发、现场制作、展示展销、培训体验、参观
接待、电商直播等功能于一体的壹秋堂非遗
工坊，研发出快乐寿星玩偶、福寿巴马艺术
手提袋、瑶族铜鼓纹多功能手包、福寿巴马
民族风瑶药养生槌等文创产品，受到消费者
的广泛青睐。

强化服务管理，维护民族团结稳定大
局。巴马不断加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
服务管理，建立健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
管理机制，为他们提供就业、医疗、教育等方
面的服务，让他们在巴马感受到家的温暖。
同时，积极排查化解民族矛盾纠纷，建立矛
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及时妥善处理涉及民
族因素的矛盾纠纷，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
定。如巴马在“候鸟人”聚集区推行的“三
联”整合工作法，得到自治区政法委作为经
验推广。此外，巴马还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
理，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引导宗教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如今的巴马，全面形成了政治上团结统
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互相依存，情感
上相互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
开谁的民族共同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
进,各民族手牵手、心连心，大家像石榴籽那
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弘扬团结主旋律，唱
响民族幸福歌，各民族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
美好的生活，用团结和友爱书写了巴马壮丽
的新篇章。

巴马：唱响铸牢中华民族
共 同 体 意 识 幸 福 歌

□韦明望 罗福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