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时节，返乡祭祖的西林县那劳镇居民刘女士
惊喜发现，家乡街道悄然改变——昔日“无名”的大
街小巷，如今竖立起总督大道、荣禄大道、宫保路、
书院路、将军路、驮娘江路、孝坊街等镌刻历史记忆
的道路标识牌。

“现在不仅能精准导航，每条路名都藏着家乡故
事，外地亲友问路时终于能自豪地说出‘我们那劳的
总督大道’了！”刘女士感慨道。在当地经营餐饮店
的韦先生对此也深有体会：“过去客人问路要靠‘新
区路口往下’‘医院对面’描述，现在直接报‘荣禄
大道’就能找到，生意往来方便多了。”

这场改变源于西林县 2024年启动的“乡村著名
行动”。作为民政部 2023年部署的全国性乡村振兴
专项工作，该县对长期“无名”的乡 （镇） 政府驻
地 13 条主干道、120 条村屯道路开展规范化命名，
为 46条“有名无牌”道路补设标识，实现乡 （镇）
政府驻地道路名牌全覆盖，群众日常问路沟通效率
大大提升。在那劳镇，汉壮双语标识的特色路牌将

岑氏家族古建筑群、孝子孝女牌坊、驮娘江生态景
观廊道等文旅资源有机串联，构建起“古韵寻踪”
的游览动线。

“每块路牌都是解码历史基因的钥匙。”县民政局
局长吴大忠介绍，当地在命名过程中深挖岑氏土司文
化、驮娘江生态文化等历史遗存，以“总督”“荣
禄”等历史官职命名主干道，用“书院”“孝坊”标
注文化地标，构建起“步步见历史、路路有典故”的
文旅导览体系。今年计划推进“路牌+”升级工程，
在路牌上增设二维码实现“扫码知历史知典故”，让
静态路牌变身文化传播窗口，助推旅游发展。

从“有路无名”到“有名有魂”，西林县借力
“小路牌”破解基层治理与文旅发展双重课题。通过
标准化命名解决民生痛点，依托文化赋能激活历史基
因，更以“微更新”手法串联散落文旅资源，为地处
滇黔桂三省区交界处的桂西边陲小镇蹚出“文化铸
魂、旅游塑形”的特色振兴之路。

(岑敏文/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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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林：规范新路名 铸就文化魂

4月7日，三江侗族自治县洋溪乡高露村举办第六届油茶文化节，当地群众以民族风情演
出、打油茶、特色产品展销、多耶、油茶宴等丰富多彩活动，着力以茶会友、以茶传情、以茶
促旅，吸引众多游客前往领略千年茶韵、品味百样风情，为侗乡茶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

近年来，高露村依托丰富的古茶树资源与深厚的茶文化底蕴，大力发展“茶旅+”特色产
业，通过举办油茶文化节、新米节等特色节庆活动，打造集茶文化体验、民俗风情观赏、乡村
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特色旅游模式，有效拉动旅游消费，促进茶业增效、茶农增收。图为当地群
众在制作油茶。 （龚普康 梁秀明 摄影报道）

三江：香浓油茶宴宾客

近日，桂平市司法局联合教育系统在垌心初中举办“法治山歌润心田”主题普法活
动，在传播法治知识的同时，促进民族团结融合发展。

活动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未成年人保护条款、校园欺凌防范等法治内容被
编入山歌，以“传统韵律 + 现代法治”的创新实践，让百年山歌在新时代奏响法治强音，
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加深青少年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同时市司法局负责人通过生动案例，向
同学们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与未成年人相关的监护权、隐私权、相邻权等法
律概念，提高大家的法治意识。图为学生们在学唱“法治山歌”。 （黄立海 摄影报道）

桂平：普法山歌入校园

连日来，百色市田阳区田州古城内张灯结彩，各种民俗活动轮番上演，热闹非凡。传统非
遗市集还开启了一场“见人见物见生活”的壮乡奇旅，17个特色展位汇聚田阳区各乡镇非遗传
承人、手工艺者及特色农产品商家，展出精美独特、富有壮乡风情的商品，让游客沉浸式感受
壮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形成“日赏民俗、夜享经济”的全时段消费生态。图为游客
在非遗集市上选购商品。 (黄 颖 摄影报道)

田阳区：壮乡民俗秀 承载千古情

4月10日，在蒙山县城滨江公园，一场旗袍走秀活动正热闹举行。一群身着传统旗
袍，撑着富有民族风情小伞的妇女，在竞相绽放的紫荆花下展示风情，拍照留念。近年
来，蒙山县打造了一批主题公园、微型公园、口袋公园，为市民的传统文化活动提供了生
态休闲空间。图为正在走秀的旗袍队。 （黄胜林 摄影报道）

蒙山：紫荆花开显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