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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风采

听模范故事
学身边先进

民 族 宗 教 新 闻

▲李钦城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留影。（受访者供图）

李钦城，壮族，中共党员，钦州市钦北区人
民法院大寺人民法庭庭长。李钦城扎根基层十
三载，心系群众，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
入司法工作全过程，严格公正司法，大力开展巡
回办案，用心、用情、用力践行初心使命，守护公
平正义，赢得群众广泛赞誉，荣获“全国优秀法
官”“全国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荣誉。

牢记使命，争做习近平法治思想践行者

李钦城始终秉持“久久为功”的信念，努力
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践行者。他坚持能动司
法，主动办理疑难复杂案件，以“如我在诉”的耐
心和当事人沟通，倾尽全力查清事实，公正审
判。多年来，他带领审判团队肩背国徽，爬山
坡、过田埂、趟小河，将法庭开到百姓家中，打通
司法为民的“最后一米”，有效维护各族群众合
法权益。

2019年以来，李钦城审结案件 1850件，案
件无一因处置不当而引发矛盾激化。他撰写的
1个案例入选《中国法院2019年度案例》，4篇裁
判文书获评“自治区高级法院优秀裁判文书”。
李钦城巡回办案 180多次，足迹遍及辖区的每
一寸土地。

他办理过一件涉及两代人、争执长达六年
的农田相邻用水、排水纠纷案。该案双方矛盾
尖锐，他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多次到当事人家
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主动组织多部门联动调
解，并到涉案农田进行庭审，最终促使双方达成

调解协议并当场履行完毕，达到案结事了人和
的效果。

用情沟通，勤做民族团结法治宣传员

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李钦城立
足审判职能，多措并举创新用活“三大优势”，打
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同心文化“新高地”。
他善用乡音优势，讲好群众身边的法治故事。
他选取农村地区频发且有典型教育意义的案件
到村屯、病房、农户家中开展双语巡回办案，用
群众听得懂的语言释理说法，积极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说理中，引导辖区村（居）
委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村规民约
中，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靠法，将民族工作纳入法治轨道。

他善用地缘优势，推动建设便民利民的法
治文化公园。建成广西首个基层人民法庭民族
团结法治文化广场、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他
还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机关、进村屯、进社区、
进企业、进景区、进学校、进社会组织活动 320
余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 68场次，让民族
团结法治精神深入人心。

他利用节庆契机，搭好宣教平台。将民族
团结法治文化与对山歌、唱采茶、跳岭头等民族
文化有机融合，在每年的农历三月和八月组织
汉、壮、瑶、苗等各民族群众开展活动，至今已开
展各族青少年联谊交流活动30多场次，参与人
员 2600多人次，开辟“各族群众身边的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课堂”，形成独特的民族
团结法治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着力创新，甘为基层司法改革“燃灯者”

李钦城担任大寺法庭庭长以来，根据辖区
多民族散杂居的情况，精准聚焦各族群众司法
需求，推动成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司法
教育实践站和民族团结巡回法庭，打造双语审

判专业队伍，创造性地开展以普通话为主，当
地民族语言为辅的双语特色司法服务，建立完
善包括双语诉前联调、上门立案、法律援助、巡
回审判、判后答疑等全覆盖式便民双语司法服
务体系。这一举措既在司法审判中推广使用
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也解决了当地经济困
难、行动不便、年龄偏大群众“法律不熟、语言
不通、交通不便”的难题，有力保障了各族群众
合法权益，助力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示范区建设。

李钦城努力推动办案地点下沉、办案力量
下沉、便民服务下沉，与综治中心、司法所、派出

所等多部门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推动“两所一
庭”辖区治理领域信息共享，开展极端事件预
防、联合家访和调解、巡回办案，打出基层治理

“组合拳”，辖区人民群众安全感由91.55%上升
到98.01%。

作为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法官，李钦城始终
把自己作为辖区群众的一员、把各族群众的事
当作自己的事，用巡回办案走进群众心中，不断
用实际行动兑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庄严承诺，为维护
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贡献力量。

（来源：广西民宗委 广西民族报）

李钦城：以公正司法守护公平正义

3月 17日，忻城县举办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专题培训班，205名机关干部、村
（社区）党支部书记等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从深刻领会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准确理解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深刻把握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要求三个方面对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全面解读。同时，根
据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
的重点任务，结合忻城县实际，就粤桂东西
部协作“携手奋进·粤帮越红”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品牌建设工作方案进行深入探讨

与交流，让各成员单位学员明职责、清任
务，推动“粤帮越红”品牌落地实施，促进
粤桂两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参加培训的干部职工一致表示，通过
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了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实质，在今后
工作中将积极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实践路径，促进各民族全方位嵌入、
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樊露霜 潘叶丽）

3月14日至15日，田东县委统战部、县工
商联组织 35名民营经济代表，赴河池市东兰
县、南丹县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赋能乡村振
兴”主题活动，通过红色研学、产业考察、座谈
交流等形式深化理想信念教育。

考察团在东兰县先后参观了武篆魁星楼、
列宁岩、韦拔群纪念馆等遗址，成员们通过展
出的革命文物、珍贵影像等资料重温革命历
史，培植爱党爱国深厚情怀，坚定毫不动摇跟
党走的信心。

在南丹县，考察团深入“千家瑶寨·万户瑶

乡”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歌娅思谷田园综合体
文旅融合项目、广西丹泉酒业有限公司酒旅融
合发展项目展开调研，并就推进产业发展、乡
村治理、生态旅游、“万企兴万村”行动建设、

“清廉民企”建设等方面进行座谈交流，分享先
进经验和做法。

此次活动实现理想信念教育与产业实践
深度融合，推动田东县民营经济人士将红色精
神力量转化为振兴动能，以实际行动促进边境
民族地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刘甫谢）

3月13日，融水苗族自治县为即将奔赴军
营的新兵举行欢送活动，在热烈的锣鼓声和亲
友的殷切目光中，这一批新兵即将告别家乡，
奔赴绿色军营。

在融水这片多民族聚居的土地上，参军不
仅是个人梦想的实现，更是一种责任与荣耀的
传承。此次新兵队伍中，汇聚了来自苗、瑶、
侗、壮、水等多个民族的青年才俊。他们怀揣
着对军营的向往和祖国的热爱，踏上了保家卫
国的新征程。这是一次青春的集结，更是一次

“石榴籽”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实践。
这些新兵的参军之志，皆有迹可循。壮族

青年骆磊，在淳朴民风的熏陶下，秉持着担当
精神，决心在军营一展身手；侗族青年曾忠诚，
受侗族团结文化的感染，希望在军队大熔炉里
与战友携手，守护祖国山河；瑶族青年卜宇星，
受瑶族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影响，渴望在军队
中历练自己，为祖国贡献力量；水族青年杨尚

周，带着水族人对家园的守护情怀，投身军旅；
苗族青年杨登科，从小听着陶保桓等先辈保家
卫国的故事长大，苗寨里流传的英勇事迹点燃
了他心中从军的火种。

入伍欢送现场，苗山人民用传统的芦笙踩
堂舞为新兵送行，场面温馨而热烈。在铜锣鼓
声中，新兵们整装出发，沿途群众挥舞红旗、拉
起横幅，表达对新兵的支持与祝福。

苗族新兵杨登科和家人围聚在一起，妈妈
用家乡话说着祝福与嘱托，期望他在部队展现
民族风采，成为家族的骄傲。杨登科身着崭新
的军装，身姿挺拔却难掩眼中的不舍，他张开
双手和妈妈拥抱在一起，然后轻轻地拍了拍妈
妈的背，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说不出话。

这一幕，让现场不少人眼眶泛红，这一刻，
民族文化与国防使命紧密相连，青春的热血与
家国的责任融为一体。

（覃 美 赵潇骁）

3月17日，龙胜各族自治县公安局组织部分民辅警、干部职工走进广南侗寨，体验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草龙草狮子编织、琵琶歌的独特魅力，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
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图为民辅警在学习草龙鳞片编织。

（吴倩茜 摄影报道）

忻城县举办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专题培训班

田 东 ：民 营 经 济 人 士
“红色课堂”走进革命老区

融水各族青年奔赴军营

龙胜：侗寨非遗课 警营传薪火
为深入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构

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3月 14日，由平乐
县委统战部、县教育局联合主办的“推广普通
话暨小学生诗词朗诵大赛”在平乐镇第二小
学举行。

活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
以朗诵为载体，同时融入爱国教育、中华传统
文化、昭州历史文化等元素进行创新演绎。比
赛现场，参赛选手们铿锵有力地诵读着《黄昏

的桂江》《昭潭十爱》《锦绣》《大写的中国》等9
首诗歌。经过精彩角逐，《大写的中国》朗诵节
目脱颖而出获得一等奖。

据悉，平乐县全力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
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行动，将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品
牌建设，通过课程渗透、环境熏陶、实践养成等
多种形式，合力培育民族团结“石榴籽”。

（卢钊勋）

平乐县举办推广普通话诗词朗诵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