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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关。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文化

▲群众在公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办理业务。

近日，自治区民宗委联合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统战部、网信办开展“讲好新时代中

国边疆治理故事”主题宣传活动，近 20名媒

体记者深入防城港、百色、崇左等市，走进

社区、民族村寨、旅游景区、互市贸易点、

国防民兵哨所等，探访广西以“籽籽同心”

浇灌出血脉相融的民族团结进步之花、上下

一心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

生动故事。

红色基因凝聚同心圆

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位于中越边境东兴

口岸的国门景区核心区，与越南芒街隔北仑河

相望。社区充分发挥口岸、国门、边境的独特

优势，沿着“百里边关红”路线，深度融合红

色文化、侨批文化、边疆文化等，积极开展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

公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揭毓

义介绍说：“社区以‘中越友谊、守护和睦’

为工作核心，将‘东兴支部’纪念碑、国门

大讲堂和侨批馆作为重要宣传教育阵地。社

区成立六支不同职能的志愿服务队伍，开展

红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等

宣传。”

公园社区居民纷纷表示，在社区生活中，

红色文化就像一条纽带，把各族人民紧紧联系

在一起。大家通过了解共同的历史，增进彼此

的感情，促进民族团结。现在社区里各族人民

和谐相处，互帮互助，亲如一家。

侨批馆离公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不远，走

进侨批馆，侨批文化图片资料、东兴汇路的历

史轨迹、华侨侨眷生命线等照片，侨批原件、

送批用具等文物承载着海外华侨华人的创业

史、奋斗史、苦难史和爱国史。

东兴侨批汇路文化研究协会会长林惠

江说：“侨批是海外华侨华人主要通过民间

渠道寄家书和汇款回国的凭证。在抗日战

争时期，由于东南亚多国沦陷，海上侨批

之路被切断，‘东兴汇路’被迫开通，在此

期间运送了大量的抗战物资，通过我们迫

切需要的抗战物资运输带，为游子和家乡

架起了一条“生命线”，为无数家庭点燃了

希望。”

如今的东兴侨批馆，已成为中国华侨国际

文化交流基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诚信

文化教育基地，是年轻一代学习爱国精神的重

要课堂。

位于崇左市凭祥市的友谊关，是座屹立于

中越边境的千年雄关，见证了东汉班夫人的壮

举、清末冯子材的抗法大捷、孙中山的反清革

命斗争、广西全境解放等多个重大历史事件，

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

授黄小芬表示：“友谊关见证了我们从抗击外

敌到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在战争过程

中，各民族团结奋斗、浴血奋战，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树立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

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现如今，友谊关不仅是军事防御的要

塞，更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追求独立解放

的精神象征。它不仅承担经贸往来职能，更

成为跨文化交流互鉴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前沿

阵地。

在这片广西边疆热土上，红色血脉在这里

赓续，各民族优秀文化在这里传承发展，经济

社会发展在这里高质量推进。每一个故事都讲

述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和现实，共同构筑

起坚不可摧的长城。

文旅融合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

宁明花山岩画景区位于崇左市宁明县，该

文化景观于 2016年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2024年花山岩画被评定为国家 5A级旅

游景区。

宁明县文物所所长周秀珍是这样讲解花山

岩画的：“花山岩画记录了战国至东汉时期壮

族先民骆越人的生产生活场景，距今已有

2000多年的历史，所画内容主要是骆越人的

大型祭祀活动，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人丁兴旺等。”

城中镇耀达村与花山岩画隔江相望，城中

镇党委统战委员、副镇长黄国芳说：“花山岩

画成功申遗后，我们借助这一文化遗产，打造

‘花山’蔗糖品牌，有效促进传统蔗糖业转型

升级，依托旅游资源的优势，引导村民将闲置

房屋改为特色民宿，开辟了增收致富新渠道。”

近年来，随着花山岩画景区文旅产业发

展，耀达村的村容村貌和交通条件得到极大的

改善，景区游客量与日俱增，耀达红糖销量逐

年上升，村民生活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甜

蜜。

德天跨国瀑布同是国家 5A级旅游景区，

瀑布横跨中越两国，是中越边境线上的独特景

观，游客在此可以感受两国不同的风土人情，

体验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德天村是德天瀑布所在地，德天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麻成武告诉记者:“目前德

天村有102户家庭直接参与旅游业，主要从事

民宿、餐饮、竹排经营等，直接带动村里300
位边民就业，平均每户年增收5.8万元。”

德天村村民吕大明说：“自从德天瀑布景

区发展后，我们村的人居环境比以前好了很

多，基础设施得到了更大的改善。家家户户吃

上了旅游饭，日子越来越好。”

近年来，该村以 5A级景区为平台，着力

推动“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

让旅游景区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

教育的有效载体，共建共享共同富裕幸福家

园。

走进靖西市旧州古镇，老式的砖瓦房，斑

驳的红木门，沧桑的青石板路，透露着浓厚的

文化底蕴。从街头到街尾，各式各样的绣球琳

琅满目，在旧州古镇，几乎人人都是制作绣球

的高手，这里年产绣球多达 50万个，约占全

国市场份额70％。

靖西壮族绣球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

人、绣蕴坊绣球文化有限公司总工艺师王秀芬

说：“我们公司与绣娘们有长期稳定的合作，

因为部分绣娘需要照顾家庭，无法外出务工，

所以制作绣球能够给她们带来一定的收入，真

正实现家门口就业。”

绣球产业带动周边20多个村屯、700多位

绣娘实现家门口灵活就业，绣娘们也成为了传

承这一中华文化符号的主力。如今，精美的绣

球成为靖西的一张靓丽名片，不仅带动了当地

经济发展，更是靖西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幸福

生活的有力象征。

从宁明花山岩画的千年骆越文明，到德天

跨国瀑布的边关风情，再到靖西旧州古镇的绣

球文化，广西边疆民族地区正以文旅融合为纽

带，串起民族团结的璀璨明珠。

德治润心共建和美家园

靖西市地州镇坡豆街曾获自治区级文明乡

村称号。近年来，坡豆街充分发挥德治作用，

积极探索创新德治模式，为推进乡村治理注入

道德力量。

坡豆街支部书记阮玲江告诉记者：“坡豆

村推行村民‘积分制’管理模式，将积分奖励

与乡村德治相结合，以 34项村民文明实践积

分量化内容，让村民通过辛勤劳作、文明实践

等实际行动‘以德换得’。获得积分可以到爱

心超市兑换商品。”

村民黄秋井说：“我现在积分有 30多分，

在村里都算少的咧。大家都很积极，所以村里

氛围很好、很团结，有事一起商量，商量好了

就一起干。”

除此之外，坡豆街还通过“家训上墙”、

道德评议、德训课堂等形式，弘扬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引导村

民移风易俗。在德治的作用下，坡豆街村庄保

持干净整洁、邻里和睦相处，矛盾纠纷发生率

明显下降。

那坡县坡荷乡弄耀村也采用了这样的德治

模式，乡村文明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弄耀

村曾获评百色市乡村治理示范村、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村等称号。

弄耀村第一书记杨鸿远说：“我们村通过

制定村规民约、开展‘文明评比’、文明实践

活动等形式推进文明乡风建设。有效破解了红

白事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截至

2025年 3月，全村红白事支出同比下降 30%，

累计减少铺张浪费资金约 20万元，群众满意

度达97%。 ”

“移风易俗好啊，红白喜事规模小了，随

礼也少了，大家都轻松很多。村里开展的各项

活动让大家更加明事理，更自觉守规矩，村里

的环境、氛围越来越好，家乡变漂亮了，大家

也更热爱家乡了。”村民王子学说道。

当前，弄耀村环境优美，道路干净整洁，

文化氛围浓厚，家风家训优良，红白喜事简朴

有序，各民族群众和睦相处。

积分管理、道德传承、村规重塑等机制，

将道德准则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实践，实现乡

村文明和治理效能同步提升，不断增强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催生了邻里和睦、

民族共融的和谐图景。

军民携手共筑固边阵地

那坡县天池国防民兵哨所位于那坡县平孟

镇弄汤村中里屯南侧，海拔756米。哨所巡逻

线8公里长，有11块界碑。山路崎岖，山崖陡

峭，林间更有蜈蚣、蚂蝗、毒蛇不时侵袭。即

便如此，哨所民兵们仍以脚步丈量祖国边境

线，以身筑起守边戍边长城。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天池国防

民兵哨所哨长凌向前说：“守边就是守家。我

在这里守了 44年，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一

沟一壑，我对哨所有感情，戍边是我的光荣使

命，我想一直守下去。”

为了改善执勤和生活条件，44年来，凌

尚前以哨所为家，带领哨员开荒种地，挖掘鱼

塘，以劳养武，修筑巡逻路、修建营房，战备

设施逐年改善，使哨所始终成为坚不可摧的钢

铁国门，成为让祖国和人民放心的战斗堡垒。

平孟镇平孟村支部书记梁飞行说：“平孟

村与天池哨所建立联防联控机制，联合建设了

‘尚前先锋哨’‘尚前先锋岗’，吸纳村屯干

部、护边员、哨兵等力量加入，强化边境管

控，形成‘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的防控

网络，合力强边稳边固边。”

在广西边境线的另一端的东兴市竹山村，

与越南芒街仅一江之隔，守边同样是每家每户

的大事。

竹山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主任黄粹松介

绍说：“我们以党总支为核心，将党员编入护村

队、道德评议会等自治组织，形成‘支部引领、

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治理格局。例如，护村

队由党员和村民组成，每月开展边境巡逻、消防

检查，近三年走私偷渡案件零发生。”

“我家就在大清国一号界碑对面，直线距

离不到 1000米。我是护边队的一员，我每周

参加巡逻，沿着海岸线查走私、护界碑。守边

是大事，全村人人都有份——小学生在界碑前

当讲解员，蚝农出海时留意异常，连民宿老板

都成了‘信息员’。”村民凌羽说道。

这种跨越山海的坚守与团结，既是对“寸

土不让、寸土必守”的庄严承诺，更是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边疆的生动实践。

红色基因在界碑旁流淌，文旅活力在山

水中绽放，乡村文明建设深入人心，军民同

心在边境线上铸就钢铁长城，一幅新时代边

疆治理的壮美图景跃然眼前。广西以生动实

践回答了“边疆何以为安”的时代之问，为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立起了一座新时代的精

神丰碑。 （黄誉琦/文、图）

——广西谱写新时代边疆治理壮美篇章
边关石榴红 共筑同心梦

▲花山岩画。

▲坡豆街村民开展清明节活动。

▲凌尚前哨长给界碑描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