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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市博物馆: 彰显“铸牢”责任与担当

近年来，贺州市八步区坚持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多元民族文化资源
优势，积极引导各学校发挥资源优势，通过成
立非遗社团、邀请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等形
式，常态化开展剪纸、壮族舞火猫、瑶族长鼓
舞、采茶调等系列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传承教
育活动，着力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让
非遗文化在保护和传承中熠熠生辉。

八步区积极以多媒体平台扩大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的渠道，充分利用“广西三月三”等民
族节庆系列活动的契机，聚焦非遗文化，广泛
开展校园文体活动，注重活动的延展性，增进
学生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通过国旗下讲话、主题团（队）会、校园
广播等载体，为学生打造了解非遗文化的窗
口，形成广覆盖、多层次、特色化的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体系。贺街镇龙扬小学、
黄洞瑶族乡民族学校、步头镇中心学校把长鼓
舞、竹竿舞等舞蹈以及打陀螺、抛绣球等项目
纳入校园文体活动，这些带有浓郁传统体育文
化气息的活动项目颇受学生的欢迎，让学生们
在寓教于乐中学习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同时，八步区积极建立平台阵地，创新课
堂模式。在各中小学校建立传统文化教育实验
基地，扎实推进校园文化建设，通过校园艺术
节、社团课等平台载体，开设与非遗项目相关
的兴趣课程，鼓励学生参与非遗文化节目展示
等活动，提升学生文化艺术修养。八步区城东

实验小学结合学生年龄和兴趣特点，深入挖掘
非遗项目，与课后延时服务、兴趣社团相结
合，精心设计课程内容，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
开学第一课，让课程生动有趣，打造了瑶绣非
遗展区、剪纸非遗传承室，在教学楼走廊楼梯
集中展示 56个民族风土人情、历史文化、节
日庆典等知识，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民族
传统文化魅力。

另一方面，八步区努力培养人才队伍，充
分发挥非遗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作用，建立
健全非遗人才库，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以发挥专
业特长，有序开展进校园进课堂活动，促进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南乡镇中心小学开设“舞火猫”传承班，邀请
非遗传承人定期到学校开展现场培训、实践教
学，与学生面对面交流，实现知识普及与技艺
教学相长。贺街镇中心学校成立了采茶戏培训
班，聘请贺街采茶戏民间艺术家、采茶戏非遗
传承人担任校外辅导员，每周到学校上两节社
团课，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更好了解
中国特色戏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学生
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八步区将持续推进非遗文化进校园，深
入挖掘非遗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教育价值，将
文化传承与立德树人紧密结合，让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校园生根发芽，绽放出更加绚丽
的光彩。

（廖益嫔）

八步区：多彩非遗进校园

4月20日，龙胜各族自治县第八届龙脊古树茶祭茶节盛大开启。活动现场锣鼓喧天，祥狮
献瑞。在庄严肃穆的古茶树祭祀大典上，身着传统服饰的瑶族同胞向千年古茶树行祭拜之礼，
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传统采茶技艺展示中，瑶族汉子们用竹竿将采茶少女托举至茶树
顶端，少女们身姿灵动，巧手采摘嫩芽，将传承千年的“飞天采茶”绝技展现得淋漓尽致，赢
得观众阵阵喝彩。现场还举行了民族歌舞表演和土特产品展销活动。

据了解，龙脊茶文化源远流长，清代即被列为贡茶。目前，龙胜茶园总面积达2万多亩，
茶叶加工企业近50家，每年产出干毛茶近300 吨，综合产值近1 亿元，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的重要力量。图为“飞天采茶”技艺展示。 （韦吉阳 章 艳 潘勇干 摄影报道）

龙胜：龙脊古树茶祭茶节精彩启幕

近日，第六届“芳华风情节”在宁明县天西华侨农场举办，吸引了大量民众热情
参与。活动现场，演员们身着华服，通过舞蹈、歌曲、小品等多样艺术形式，淋漓尽
致地展现了华侨和知青的别样风采。现场还对农场评选出的五好家庭、孝顺家庭及致
富带头人进行了表彰，进行了侨法宣传知识问答、反间谍知识有奖问答等趣味互动。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极大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为宁明文化
旅游品牌的打造增添了亮丽色彩。图为文艺表演。

（陈桂梅 黄秋华 周慧娟 摄影报道）

宁明：文化盛宴激活乡村活力

连日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东门镇利用农家书屋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营造爱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在各个农家书屋里，图书种类丰富，村民们根据个人兴
趣，挑选各类书籍，享受阅读乐趣。

据悉，东门镇辖区内配备有58个农家书屋，全部免费开放。下一步，该镇将继续
以农家书屋为依托，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同
时优化农家书屋服务功能，将其打造成为传播文化知识、提升文明素养的重要平台。图
为农家书屋里村民们正在看书。 （卢秋云 摄影报道）

罗城东门镇：农家书屋育新风

梧州市拥有 4100多年的文明史和 2200多
年的建城史，因其“居五岭之中，开八桂之户，三
江襟带，众水湾环，百粤咽喉，通衢四达”的重要
地理位置，长期成为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中心之一，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
枢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梧州市博物馆作为
展示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坚持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深挖馆藏资源、拓展
宣教形式、加强馆际合作等一系列举措和实践
活动，积极发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实践阵地作用。

深挖馆藏资源，展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印记。梧州市博物馆聚焦“让文物发声，让历史
说话”，对馆内 7530件(套)馆藏品进行深入研
究，挖掘其背后所蕴藏的各民族在岭南地区交
往交流交融历史和故事，以丰富详实的文物史
料印证“岭南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民族一道，共同
开拓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共同书写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
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史实，
生动展示岭南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
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助力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整的史料体系、话
语体系、理论体系。如东汉羽人铜灯以中原制
造技术为骨，融入岭南艺术风格，绽放出南北文
化交融互鉴之美；赵佗“南下”的历史，生动诠释
了岭南自古就是祖国辽阔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各民族血脉相融、情感相亲，是密不可分的
命运共同体。

拓展宣教形式，增强历史主动与文化自
信。梧州市博物馆积极发挥“立体教科书”作
用，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宣传教
育实践的全过程各方面。在讲解词、展陈展示、
展览线路等内容上广泛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
念，让各族群众在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感受中
华民族共同体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牢固树

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四个与共”共
同体理念。创新宣教形式，引入现代科技手段
和互动体验设施，精心策划“中华民族共同体历
史文化探寻活动”“民族文化大讲堂”等沉浸式
互动体验活动，通过图、文、视频、实物等多种方
式全方位展示岭南丰富多彩的民族、民俗文化，
让各族群众在参与体验中感悟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不断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聚焦
青少年学生、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社会大众等
不同群体，开展“套餐”服务。如开展“流动博
物馆”进基层活动，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
需求；联合各中小学开展“铭记抗战历史 赓续
红色血脉”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引导各族青
少年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厚植爱国主义情
怀。梧州市博物馆作为市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每年吸引观众超20万人次。

加强馆际合作，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
事。梧州市博物馆积极加强与市内外其他博物

馆的合作，整合资源优势，共同开展文化交流与
学术研究活动。与广西民族博物馆联合承办

“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文化展”，
汇集广西各地区的特色文物，全面展示了广西
多民族文化的魅力，凸显了广西各民族在中华
民族大家庭中的独特地位和贡献。与广东等地
的博物馆开展跨区域合作，共同举办 岭南文化
溯源展、“南越王·行”巡展、红线女的香港情节
——红线女与香港专题展等，深入挖掘岭南地
区各民族融合发展史，为研究岭南地区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和学术
支撑。发挥“头雁效应”，馆长带领团队到李济
深故居、蒙山文史馆等10余家全市各地的文博
场馆、景区景点开展实地指导，不断丰富完善文
博文旅解说词讲解内容，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宣传教育能动性，讲好中华民族共同
体故事。

（莫火敏 陈 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