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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中共宾阳县委员会宣传部、统
战部联合举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
题集中采访活动，各家媒体记者走进宾阳壮锦
馆、县凤凰小学、宾州镇新城社区、古辣镇蔡
村等地，实地参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的
丰硕成果，感受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奋进、
共建家园的新时代主旋律。

当日上午，位于宾阳县思陇镇马岭村委太
平村的宾阳壮锦馆花团锦簇，装饰一新，开馆
仪式正式举行。壮锦馆由马岭村委和昆仑村委
建设，占地约 3亩，建筑面积约 1200平方米。
开馆仪式吸引了大量各族群众参与。馆内陈列
着服饰、包包、绣球等各式精美的壮锦产品。
这些产品纹样秀美，制作精良，既体现高超的
织造技艺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也闪耀着传统艺
术和时尚设计碰撞的火花。现场还再现了用织
机织造壮锦的过程，让参观群众了解壮族人民
传承千年的历史智慧，体会到产品中凝聚的工
艺价值、美学价值、历史价值。

活动还举办壮锦制作技艺培训班、宾阳美
食展、图书展览、中医文化宣传等，让群众充
分感受各民族亲如一家的良好氛围。

宾阳壮锦馆设置有生产区、展示区、研学
区、销售区、办公区等功能区，集设计、生
产、销售、展览、培训、文创研发、研学教育
等于一体，同时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意义。

宾阳县凤凰小学拥有特色鲜明的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在实践基地
内，各个社团的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参与
宾阳炮龙制作、泥塑、书法、壮锦等非遗项目
的体验。惟妙惟肖的炮龙，多彩的绘画和端正
的书法，无一不体现着民族文化的浸润和熏陶。

该校校长韦正君介绍道：“学校大力发展
社团活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抓手，全力把学校
建设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强阵地
与特色高地。”

走在校园中，各民族学生和谐共处，互帮
互助；各个教室里，民族团结进步标语随处可
见；主题班会上，老师讲述着各民族一家亲的
现状，将民族团结进步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
心中。一个个场景生动展现该校推进共建共享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各项举措及成效。

新城社区位于宾州镇，在共建共享守望相
助和谐家园工作中取得了突出成绩。社区内
汉、壮、瑶、仫佬等各民族群众和睦聚居，友
爱相处。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便能感受到

浓郁的民族团结进步氛围。在排练室，各族群
众自创方言山歌，生动有趣又接地气，民族舞
蹈优美独特而有韵味，勾勒了一幅各族群众互
嵌交融、手足相亲、邻里和睦、齐心协力共建
共享守望相助和谐家园的画面。

近年来，新城社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创新推行“123”
工作法(即一条主线、两项机制、三个抓手)，
着力构建社区民族团结互助良好局面。社区居
民宋菊兰开心地说：“每到节假日，社区都会
举办各种活动，我们各族居民互帮互助，大家
都感到很幸福！”

风光秀美的蔡村位于宾阳县古辣镇，近年
来该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
绕“游水乡、闻稻香、品书香”的发展思路，
着力打造村美院净乡风好、业兴民富集体强的
宜居康寿美丽家园。

走进蔡村，古朴厚重与文明时尚交织，历
史积淀同活力创新共存。村里随处可见“促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标语，各类民族团结
进步元素嵌入景区的方方面面，营造出各民族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氛围。村内房屋
都修缮完毕，路旁竖立着一座座弘扬传统文化
的人物雕塑，以及具有创意的旅游打卡点。蔡
氏书香古宅群拥有保存完整的明清建筑，青砖
黑瓦，雕梁画栋，历史的斑驳和年岁的沉积展
现得淋漓尽致。

借助文化资源优势，蔡村创新构建“思
想引领+文化浸润+协同发展”多元机制，积
极开展文明实践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移风易俗、民族团结等内容融入其中，
引导群众树立文明新风。除此之外，蔡村借
助“稻花香里”现代农业发展优势，大力推
进“文旅+民族团结进步+乡村振兴”融合发
展，设置鱼米之乡、耕作文化系列墙绘，引
进非遗研学实践项目和民族手工作坊。2024
年以来，稻花香里景区共接待游客 15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 50万元。农文旅融合发展
的成功，也促进了各民族群众的团结互助，
一幅民族团结、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的新画
卷已跃然眼前。

目前，宾阳县壮锦产业蓬勃发展，民族团
结进步之花绽放校园，社区团结和睦，农文旅
融合发展带来“钱袋子”，种种生动的实践，
既书写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的成果，也
奏响出时代发展的新乐章。

（谢梁雨/文、图）

石榴结籽话同心——宾阳县谱写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篇章

▲宾阳县凤凰小学学生在体验非遗项目。

在阳朔县高田镇有个充满故事的壮族村落
——平阳村，村民们世代传承着一个独特的民
俗节日——四月初二，每年的这一天，家家户
户宾客如云，主人拿出家里最好的饭菜招待客
人，推杯碰盏，谈笑风生，整个村子都沉浸在
欢乐与团聚的氛围中，热闹非凡。

四月初二这个特别的节日，有着流传甚
久且非常温暖的故事。

传说一，村后有个形似珠子的山岭，岭边
有个狭长的深潭，面积约十亩，深潭的壮话名
字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龙的进出口。这个深
潭三面高，一面低，低的一面距金宝河不远。
有一年端午节前后涨了两次大水，金宝河鱼群
就顺着倒灌的洪水进到深潭，等洪水一退，深
潭的水面变得非常平缓，最适合各种鱼生活、
产卵繁殖。来年农历三月底村民已完成插秧任
务，四月初二这天，成年男性村民就集体出
动，拿茶麸去闹鱼，改善生活。趁着深潭里的

鱼已经养得非常肥美，村民们忙着捕鱼；捕获
到很多鱼，因全村人口不多，每家都会分得不
少。壮族人历来豪爽大方，有好吃的东西总喜
欢与他人分享。于是各家各户就邀来亲朋好友
一起吃鱼喝酒，聊天谈笑。年复一年，慢慢地
这一天就成了固定民俗节日。

传说二，在很久以前，这天一位覃氏村民
和他的家人像往常一样到村后笔架山上狩猎。
这次他很幸运，中午时分便捕获了一头壮硕的
野猪。在那个食物非常匮乏的年代，肉类可是
极为稀缺的食物。这头野猪对于一户人家来
说，实在是太多了，根本吃不完。这位淳朴的
村民没有丝毫迟疑，决定将野猪肉分给全村
人，让大家都能品尝到这份难得的美味。当野
猪肉被分送到各家各户时，整个村子都沸腾
了。当晚，每家围坐在一起，共享着这顿丰盛
的大餐，欢声笑语回荡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
那一刻，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满足和幸福。

这种喜悦的氛围就如同过年、过节一般热烈。
从那以后，每年的这天，村民们都会想起当初
分享野猪肉的幸福时光，于是便自然而然地将
这一天当作节日来庆祝。

光阴荏苒，四月初二这个民俗节日的涵义
也在不断丰富。每年的这一天，不仅村里的男
女老少满心欢喜地准备过节，还有嫁出去的姑
娘、姐妹带着家人，嫁到村里的媳妇的娘家
人，以及亲戚朋友，相互邀约，相聚一堂，谈
天说地，分享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整个村庄
都弥漫着浓浓的亲情和乡情。如今，生活越来
越好，因而过节当天，除了品尝壮家美食外，
又增添了时代新韵，村文化广场上，还有广场
舞、唱歌等比赛，有时还邀请彩调队来表演助
兴，让村民和亲朋好友共享文化大餐。

在这片土地上，村民们始终秉持着淳朴、
团结、欢乐、向上的品质。此外，他们深知知
识的重要性。节日当天，老一辈总会向孩童讲

述，当年祖先分的是鱼肉、猪肉，如今要分的
是文化饭。村民对子女教育也格外重视，全力
培养小孩读书学文化。这份坚持和付出得到了
丰厚的回报。新中国成立后，全村涌现出了约
20 名人民教师，还有一批学子凭借自身的努
力，成功考取 985、211等重点一本大学。这
些从村子里走出去的优秀人才，在毕业后奔赴
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工作，他们不仅为自己
的人生书写了精彩篇章，也为家乡赢得了荣
誉。同时他们心系家乡，努力为建设家乡贡献
自己的力量。

这种起源于一口深潭，亦或是一头野猪的
民俗节日，在漫长的岁月里，经过时间的沉
淀，世代相传，永不落幕，成为维系村民情
感，传承乡土民俗文化的一条重要纽带，如今
进一步升华为承载着平阳村深厚情谊的历史记
忆，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

(覃建文）

5月2日晚，2025年“四美三好·桂品融水”百姓大舞台“五一”专场在融水苗族自治
县民族体育公园火热上演。来自民间的多支文艺团队，为数千名观众献上一场传统与现代
交融的文化盛宴，既彰显融水民族文化的底蕴，也通过少儿艺术与全民参与凸显时代活
力。图为歌舞《多情苗山秀美融水》。 （覃美 摄影报道）

平 阳 村 独 特 的 四 月 初 二 民 俗 节

融水：百姓大舞台歌舞飞扬

5月5日，田阳区巴别歌圩节在巴别乡拉开帷幕，众多山歌手及游客汇聚一堂，身着盛装
的演员用优美的舞姿和嘹亮的歌声营造着浓厚节日氛围，370位歌手组队互相切磋，欢唱着
婉转悠扬的巴别原生态唱腔山歌等，让观众们听得如痴如醉。

巴别歌圩节从5日持续到7日，期间除了山歌比赛，还举办篮球比赛、文艺汇演等文体活
动，民俗表演、传统手工艺展示也同步进行。游客不仅能对山歌、看比赛，还可以买特产、
吃美食，领略壮乡风情。图为民族手工艺品展示。 （毛嘉琨 罗椹 摄影报道）

田阳区：巴别歌圩节火热开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