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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米兰华侨华人与望仙坡社区各族群众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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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环江各族群众载歌载舞欢庆贵南高铁环江站通车。 王淙岳 摄

在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中，河池市民
宗委认真履职尽责，当好排头兵，以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为抓手，丰富和打造“7+N”特色品
牌，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河池山山
水水，画出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的最大同心圆。2023年 12月河池市民宗
委获评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
体，2024年 1月，河池市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市。

构筑四梁八柱，民族工作有序有效

连续4年来，市、县（区）两级党政班子都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2024上半年，全市各级党校开展24期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培训班，各类中小学开展
主题实践教学等600余场次。

这是河池市党建引领、凝聚力量推动“两个
纳入”“三个赋予”落地落实，推动民族工作“风
生水起”“蔚然成风”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河池市民宗委贯彻落实上级党委、
政府的决策部署，扎实构建齐抓共管民族工作
机制，牵头起草《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推进新时代河池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实
施方案》，扣紧压实各级各部门在民族工作中的
责任，形成“四级书记共同抓”的民族工作机制，
真正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
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
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
工作格局。用好统筹协调的“指挥棒”，推动民
族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树起“方向
标”，构建“7+N”特色品牌，探索推广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党建、+乡村振兴、+全域旅游等共建
模式，形成一行业一特色、一领域一特点的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格局。

2017年以来，全市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6个，自治区级、市级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分别为 69个、99个。
2024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
席王沪宁调研广西时召开的推进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工作座谈会上，河池市代表广西14
个设区市作经验汇报发言。

坚持发展优先，民族工作有形有感

河池是多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占比
85.6%，是广西设自治县数量最多的市，也曾是
广西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
的地级市。

“以前，我们这里大多数人住的是篱笆房。
村里不通路，建房子材料只能肩挑背扛，2020
年村里通了水泥路，我用车子运输材料，半年时
间建成村里第一幢楼房。”河池市南丹县八圩瑶
族乡汉度村懂度屯村民唐伟松回忆村里巨变时
说。

2020年，河池817个贫困村全部出列，10个
贫困县（区）全部摘帽。在河池，像唐伟松一样
过上好日子的还有 76.52万人。习近平总书记
对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作出重要指示，希望乡
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一封脱贫汇报信，一
首十颂党恩歌”。牵头组织各地以决战脱贫攻
坚、决胜小康社会的伟大成果作为生动教材的
感恩教育，营造各族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的浓厚社会氛围。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把每年5
月20日作为“感恩奋进日”，激励全县各族人民

饮水思源、知恩图报。
在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过

程中，河池市民宗委算好民生账、长远账和发展
账，将民族工作融入脱贫攻坚、融入乡村振兴，加
快落实“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促进各民族
同胞共同富裕。2019年以来，用好少数民族发
展资金6.7亿元，聚焦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发挥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实施农村基础设施
及产业项目1001个；创新打造南丹朵努社区、天
峨长安家园社区等一批互嵌融居安置点，推动全
市121个易地搬迁安置点18.13万名各族群众安
心移居、和谐相处、共谋发展，逐步实现各民族在
空间、文化、经济、社会等全方位嵌入融合。落实
民贸民品贴息政策，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业、民
族手工业等特色产业，促进“丹泉”“九千万”等一
批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河池市“四个先行示范”

“五治融合”典型案例在全国推广。

突出特色优势，民族工作有声有色

“一花独放不闻香，民族团结力量强；好比
千滴万滴水，汇进河里变海洋……”2024年7月

20日，在社区说起河池民族团结进步，河池籍
广西歌王谢庆良、黄月香顺口就唱。

河池是歌仙刘三姐的故乡，街头巷尾、公园
小区，随处可见三五成群唱山歌的群众。近年
来，河池市民宗委依托历史悠久、各具特色、内
涵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大力构筑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

今年广西“三月三”期间，金城江区开展“广
西三月三·金城嘉年华”中华民族文化大展演·
民族团结宣传暨供销大集活动，吸引2000余人
现场参与，线上直播浏览量高达 10万人次；南
丹县开展“狼兵演武彰雄魂 非遗巡展秀华裳”
三天巡游展演活动，#乐游南丹三月三#话题阅
读量突破90万。

如今的河池，壮族蚂拐节、依饭节、分龙节
等民族节庆活动成为各族人民欢歌颂盛世的重
要节日，每年吸引约二三十万游客参加。

落实旅游促“三交”计划，推行景区带民族
村、能人带户，合作社+农户、企业+农户“两带
两加”旅游产业模式，河池“千家瑶寨·万户瑶
乡”移民安置旅游景区入选国家乡村振兴局推
广的 15个易地扶贫搬迁典型案例之一。联合
多部门深入挖掘河池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
代价值，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区荣
获第二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广西

“十佳案例”，民族歌剧《拔哥》荣获第四届中国
歌剧节优秀剧目，河池籍作家东西长篇小说《回
响》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河池籍壮族作家
凡一平的作品《上岭恋人》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短篇小说奖，新疆东乡
族翻译家艾布用维吾尔文翻译的河池籍作家红
日作品《驻村笔记》获翻译奖。

（来源：广西民宗委 广西民族报）

河池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当好最强排头兵 画成最大同心圆

4月 7日至 11日，意大利米兰华侨华人
妇女会、华人华侨联谊会等侨团代表 20人
赴南宁参加“三月三韵满南宁 侨力汇聚促
繁荣”文化交流活动。代表团走进南宁市望
仙坡社区，观摩壮、瑶、维吾尔等民族群众共
居共融场景，并在广西南宁桂衣民族服装公
司参与壮锦刺绣互动，在阿斯古丽餐饮文化
馆体验民族美食创新工艺。

在民族服饰工坊，代表团一行对数字化
设计的壮锦手提包、绣球纹样丝巾等新品连

连称赞，并就跨境电商推广合作进行商讨，
推动非遗产品跨界“出海”。

意大利米兰华侨华人妇女会会长表示，
将积极引导海外侨胞凝聚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力量，增强中华文化认同，讲好中
国故事、广西故事，架设起联通中外的经贸
文化桥梁。据悉，侨团拟于年内组织意大利
企业参与中国—东盟民族文化 IP 开发项
目，以“南宁经验”赋能中意文化交流。

（本报记者 黄云/文、图）

意大利华商侨领邕城
探访民族交融新实践

4月 15日，龙胜各族自治县举办 2025年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进广场活动，进一
步提高各族群众对创建全国民族团结示范县工
作的知晓度和参与度，持续推动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

活动现场，13家机关单位集中展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成果及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个人潘保玉的先进事迹。该县人大办、
政协办、县委统战部、民宗局等 29个部门联合
开展党的民族政策、法律法规宣传，现场发放各
类宣传资料 3000余份，同步提供防诈反诈、农
业技术、食品药品安全等 10 余类便民咨询服

务，累计服务群众超1000人次。
此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进

广场活动营造了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
的浓厚宣传氛围。此次活动向各族群众普及党
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法律法规，让“五个认同”

“三个离不开”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据了解，龙胜将持续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宣传教育，进一步深化广大群众对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的
理解，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创建工作
走深走实。 （李青龙 韦佳）

龙 胜 举 办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同体意识宣传进广场活动

4月 12日，象州县妙皇乡的茶园迎来一群
香港青少年前来深入体验采茶、炒茶等传统茶
文化，感受多民族融合发展的中华文化魅力。

当天上午，采茶师傅带领香港青少年们来
到茶园，并向大家讲解了茶叶生长周期、采茶技
巧等知识。在了解茶叶采摘要领后，大家背着
茶篓，化身“小茶农”体验采摘乐趣。活动中，茶
艺师还给香港青少年们讲解中国茶文化、象州
茶的特点以及文化渊源。大家还近距离观摩制
茶技艺，并亲身体验手工炒茶。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由香港广西来宾市同
乡联谊会、香港广西来宾市商会、香港圣保禄小
学师生组成的39人文化交流团，到来宾市开展

“画同心·向未来”香港青少年来宾研习活动，在
象州、金秀等地开展为期4天的文化研习之旅，

让香港青少年亲身感受多民族融合发展的中华
文化魅力，进一步增强国家认同和家国情怀。

香港青少年交流团、香港圣保禄小学副校
长黎咏茵说：“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
路。我们的学生到内地交流，增加两地的互动，
让学生能亲身体验到不同的生活、文化和习
俗。跟我们交流的内地学生都是来自不同的民
族，但我们的学生都能说出，我们都是中国人。
可见交流的活动能够提升香港学生国民身份认
同，深化内地与香港的融合。”

此次活动作为推动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
融计划的生动实践，以文化为纽带，搭建起香港
与内地青少年沟通的桥梁，让青少年在互动体验
中感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基础。 （谢 华 韦友观）

桂港学子同采茶共叙民族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