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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柳州高速过境线公路（罗城经柳城至鹿寨段）洛清江大桥施工现场。 （无人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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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演出。

▲潘保玉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上留影。 (受访者供图)

潘保玉，瑶族，中共党员，龙胜各族自治县
人。2005年至2020年，他历任桂林市龙胜各族
自治县龙脊镇大寨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党支部
书记。他敢于创新、担当有为，致力于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凝聚大寨村各族群众的合力，探索

“旅游+N”致富路，创新推行“一田生五金”发展
模式，带领大寨村各族群众实现脱贫致富，为民
族地区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2024年 9月，
潘保玉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
号。

创新模式，为乡村发展谋出路

2005年，潘保玉初任大寨村村委会主任，
从普通村民转变为村委干部。他意识到，家乡
要发展，单靠种好家门口的几块田远远不够，发
展产业才是唯一出路。为解决产业发展滞后等
难题，他多次赴外地学习、考察取经。尽管路途
遥远、交通不便，但他从未放弃。回村后，他将
所学经验分享给村“两委”干部及村民，经过商
讨，最终找准了家乡发展的“金钥匙”——以“党
建引领+政府+企业+梯田+村民”的模式促进旅
游发展。

然而，实施这一模式并非易事。20 多年

前，龙胜尚未有企业与村民合作开发旅游产业
的先例，许多村民对此十分抗拒，认为“梯田是
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交给企业管理就等于把
饭碗交给了别人”。为转变村民思想，潘保玉鼓
励村民外出考察学习，了解其他地区企业入股
村集体经济、联合发展旅游业的做法和效益；同
时邀请旅游公司入村，与村民交流旅游发展经
验。最终，他促成了以集体土地入股、村民农耕
入股、公司市场化运营的“三合一”互动联营模
式，大寨村由此走上了旅游产业富民之路。

发展的路子找到了，但通往景区的道路状
况却成为制约旅游业发展的瓶颈。为解决这一
问题，潘保玉多次向上级相关部门汇报，争取到
项目资金。2008年，大寨村通往山外的砂石道
路升级为沥青柏油路。道路修好后，国内外游
客接待量逐年增长，大寨村金坑梯田的旅游发
展步入正轨，年均拉动旅游消费超 5000万元。
2022年，大寨村被世界旅游组织评为“最佳旅
游乡村”，这个因发展旅游业而脱贫致富的小山
村，一举蜕变为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

笃行不怠，为各族村民铺“财路”

随着大寨村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潘保玉发
现，村民们种植的作物品种不统一，难以形成统
一的水稻梯田特色景观，不利于旅游业的长远
发展。为此，他带领村委干部挨家挨户做思想
工作，和村民讲事实、摆道理，最终说服村民统
一种植水稻，形成了如今“处处闻稻香，步步皆
为景”的美丽景象。

游客增多后，旅游配套服务也需跟上。潘
保玉大胆尝试，2003年自己摸索建成大寨第一
家民宿，当年便实现收入翻倍。尝到甜头后，他
积极鼓励外出务工的村民返乡创业，并向村民
分享自己的“生意经”。在他的带动下，如今大
寨村村民共开设民宿 236家、农家乐 116家，真
正实现了家家户户共享旅游发展红利。

在潘保玉与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大寨
村走出了一条“一田生五金”的旅游发展新路，
实现了传统文化与传统产业的双双转型升级。
村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 700元提高到上万元。
2018年，大寨村的旅游扶贫经验走出国门，入
选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并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进行宣传。2019年，大寨村实现整体
脱贫，同时辐射带动周边 8个民族村寨集体脱
贫。同年1月，潘保玉受邀赴老挝“中国援老挝
减贫示范合作项目”进行现场授课，促成大寨村
与老挝琅勃拉邦象龙村结为友好村，增进了中
老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

不忘初心，为家乡建设守根本

2020年卸任村支书后，潘保玉依然心系家
乡发展。他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协助解决山体
塌方、道路阻塞等问题，感染更多村民投身公益
事业。

多年来，他始终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
到行动中。瑶族贫困户潘金贵在他的帮助下，
申请危房改造资金，将房屋改造成民宿出租，年
均收入达6万元，彻底脱贫。2023年，一辆外地

游客自驾车辆坠入河道，潘保玉迅速组织村民
救援，协助景区管理人员救出游客一家，保障游
客生命安全。

无论职务如何变化，潘保玉始终以实际行
动践行初心使命，为集体不计得失，为群众甘当
孺子牛。他以无私奉献诠释了新时代民族团结
进步的内涵，成为大寨村发展的中流砥柱。

（来源：广西民宗委 广西民族报）

潘保玉：情系梯田谱写发展曲 携手乡亲同圆共富梦

4月21日至24日，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保护
研究中心调研组一行三人赴广西、贵州侗族聚
居区，开展侗族古籍保护情况调研工作。调研
组深入村寨，挖掘珍贵文化遗产，为中华民族文
化传承贡献力量。

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与贵州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从江县接壤。这片区域
的侗族同胞虽分属两省区，但语言相通、习俗相
近，世代睦邻友好，闲暇时常以侗歌侗戏为纽带，
共同维系传承浓郁醇厚的民族文化。

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同乐苗族乡侗族村寨寨
丛屯，调研组走访了民间文化传承人韦水生、石
成付。他俩详细介绍了当地侗族古籍的保存现
状与传承方式，为调研组提供了宝贵的一线资
料。

在贵州省黎平县龙额镇岑引村、肇兴镇皮
林村以及从江县贯洞镇龙图腊水村，村民们听
闻调研组到来，纷纷携家中珍藏的侗戏手抄本、
文书、地契等古籍前来。这些古籍虽部分纸张

已霉变、字迹模糊，却是侗族历史文化的鲜活见
证，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

在黎平县肇兴镇皮林村，79岁的侗族老戏
师吴国新手持泛黄的侗戏剧本，道出传承困境：

“多年前我就物色过几个传承人，但只有现任村
支书吴国强愿意学。如今年轻人兴趣寥寥，长
此以往，侗戏恐将失传。”侗戏作为侗族文化瑰
宝，其传承困境折射出少数民族文化保护遇到
的普遍挑战。

在三江侗族自治县良口乡和里村，调研组
与民间民族文化传承人杨会光深入交流，并就
古籍收藏达成协议。

据悉，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已
多次开展侗族地区古籍搜集工作，累计收获多
批珍贵文献，并开展翻译整理。此次调研不仅
摸清了桂黔交界地区侗族古籍的保存状况，更
收集到大量的一手资料及数件实物古籍，为后
续保护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杨兰桂 通讯员 方维荣）

桂黔侗乡古籍调研行：

守护民族记忆 传承文化瑰宝

“五一”假期里，柳州高速过境线公路（罗城
经柳城至鹿寨段）项目，建设者们放弃休假，坚
守岗位，争分夺秒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中国一冶的 2300余名建设者分布在各个
作业点，各司其职，动作娴熟。操作大型机械的
工人，目光紧紧锁定目标，操控着机械精准作
业，每一次起降都分毫不差；负责部件安装的工
人则手持工具，仔细地将一个个部件拼接、固
定。豆大的汗珠从他们的额头滚落，浸湿了衣
衫，但他们浑然不觉，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用
辛勤的汗水诠释着新时代的劳动精神。

他们以坚守为画笔，以汗水为颜料，精心绘
就劳动的底色。为了项目能够早日完工，他们全

力以赴，不辞辛劳。这份坚守不仅助力交通设施
建设，更为城市的繁荣发展贡献了坚实力量。

据悉，该项目位于柳州市境内，路线全长
97.497千米。它宛如一条蜿蜒的巨龙，途经河
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柳州市柳城县以及鹿
寨县。项目建成后，将发挥重要交通枢纽作用，
成功串联起泉南、三北高速以及规划中的纵八
线桂林龙胜（黔桂界）至峒中高速，进而发挥广
西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整体效益，提升区域交
通的互联互通水平，大幅改善沿线少数民族地
区的交通状况，为沿线地区的经济腾飞和社会
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本报记者 黄 云 通讯员 胡之衍）

柳州：“五一”不停工 高速建设忙

4月 26日，“无尽的创造力——毕加索艺
术展”在广西民族博物馆开幕，139件毕加索
创作于不同时期、涵盖多种媒介的作品，将全
方位展示他从早期写实主义到开创立体主
义，再到战后多元化创作的艺术演进轨迹。
展览将持续至8月31日。

此次展览由广西民族博物馆与北京圣轩
文化集团联合主办，展出作品包含3幅油画、4
幅硬笔画、100多幅版画、1套 23件毕加索设
计的限量版银盘，以及 10件毕加索设计制作
的陶器等。其中，反映战争与和平主题的《格
尔尼卡》、被誉为法国立体主义新局面开创之
作的《亚威农少女》等代表作引人注目。

展览以创造力为主线，分为“从画家到毕
加索”“和平蜕变”“灵感实验——器物”“渐入
佳境”“永恒的毕加索”五大单元。“从画家到

毕加索”单元以毕加索的早期作品为起点，追
溯了他从一名传统画家逐渐成长为艺术巨匠
的历程；“和平蜕变”单元聚焦毕加索在 1936
年至 1956年间的创作，深刻反映战争与和平
的主题；“灵感实验”单元展示了他在陶瓷艺
术领域和银盘创作领域的突破性探索；“渐入
佳境”单元呈现了他艺术生涯中风格最为多
元化的时期；“永恒的毕加索”单元聚焦其晚
年创作，展现了他对生命、自然与存在的深刻
思考。

此次展览不仅是对毕加索艺术生涯的回
顾，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通过丰富
的展品与精心策划的单元，观众既能领略西方
现代艺术的变革精神，又能发现不同文明间艺
术语言的共通之处，搭建起广西与世界文化交
流的新桥梁。 （本报记者 韦颖琛 黄雨欣）

毕加索139件作品亮相广西民族博物馆

4月中下旬，广西民族中专民族艺术团以
“籽籽同心”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宣传活动为契
机，先后赴融水、三江、宁明及武鸣区等地，深
入乡镇和学校开展9场下乡展演，展现学校专
业建设成果，传递民族团结进步理念。

在展演中，该团师生结合民族音乐与舞
蹈专业特色，编排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和
地方风情的节目。展演活动以“中华民族一
家亲、石榴花开别样红”为主题，通过歌舞、弹
唱、互动问答等多元形式，展现民族文化魅
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融水苗家小镇小学和三江古宜镇江川
小学，该团通过精彩的文艺演出，激发了孩子
们对民族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在宁明县城的

江滨广场，民族艺术团的精彩表演吸引了众
多市民驻足观看，现场气氛热烈；在宁明民族
中学，艺术团师生与该校师生们精彩互动，增
进两校交流；在那练村、堪爱村和派台村，民
族艺术团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农家小院，为村
民们送去精彩演出。

作为该校民族音乐与舞蹈专业建设成果
的集中展示，此次系列活动实现社会服务与
文化传承双效统一。该校表示将持续发挥专
业优势，定期组织民族艺术团深入基层开展
文化传承活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贡献教育力量。

（周矛 曾耀萱覃小坚/文、图）

广西民族中专艺术团下乡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