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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桂走廊，位于湖南永州至广西桂林的湘
江、漓江河谷地带，与河西走廊、辽西走廊并称
为中国三大地理走廊，不仅是交通要道，也是
汉、瑶、壮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纽带”。
挖掘湘桂走廊的历史文化资源，以文旅融合发
挥其历史纽带价值，在新时代激活民族文化交
往交流交融，可以为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示范区提供重要的文化支撑。

湘桂走廊的历史文化地位

古今地理交通要道。秦朝为了辖制南越，
修建灵渠衔接湘江、漓江，“湘江-灵渠-漓江”
黄金水道自此成为岭南沟通中原的重要线路。
近现代以来，湘桂走廊的交通地位虽受海运和
铁路发展影响有所弱化，但湘桂铁路、衡柳铁
路、衡昆高速的修建，使得湘桂走廊仍然是华中
对接北部湾、联通大西南与东盟的重要通道。

经济文化交汇之地。历史上，湘桂走廊是
楚文化与百越文化的交汇之地，永州望子岗、东
安坐果山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等文物，既具
古越族特征，又含中原文化元素，是南北文化的
早期互动。秦汉以后，灵渠的修建使湘桂走廊
成为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汇之地。元明清
时期越南使者往返中原，途经湘桂走廊，留下的
诗文成为中越文化交流的见证。中原文化、湘
楚文化、百越文化在湘桂走廊碰撞、融合，为研
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研究中华文明
的形成脉络提供了重要佐证。

军事战略要隘。湘桂走廊由于其特殊的地
理位置，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历来为兵
家必争之地。古往今来，为争夺湘桂走廊控制
权，在此发生过数次大规模的战争。土地革命
时期，红军长征在此强渡湘江，是湘桂走廊历史
上发生的最重要、最惨烈的战争。新中国成立
后，湘桂走廊在军事上仍然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在抗美援越期间和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
战中，湘桂走廊是运送兵员、武器、粮草的重要
战略通道，为确保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至
今仍然是国防要冲。

湘桂走廊的文旅开发潜力

以湘桂走廊为核心，漓湘文化圈融山地文
化与水域文化、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自然生
态文化与历史人文文化于一体，历史文化旅游
资源富集。这些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既具有地域

性，也体现出很强的包容性，从文旅开发的角
度，可将湘桂走廊的历史文化资源划分为物质
文化、非物质文化、革命文化三个大类。

物质文化遗存。湘桂走廊的物质文化遗存
主要以水利、交通、古城、瓷窑为重点，勾勒出了
自秦汉以来中原与百越地区经济文化来往的文
明脉络。其中，灵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运河
之一，也是全世界现存最完整的古代水利工程，
是湘桂走廊历史文化资源的核心。灵渠还催生
了秦汉时期陆海丝路衔接的通道——潇贺古道，
也被称为湘桂走廊的东道，是古代丝绸、瓷器与
香料贸易的历史见证。交通催生了城镇，代表着
湘桂走廊的军事和贸易地位。在湘桂走廊咽喉
处，现存有“古严关”、兴安境内的秦城遗址，在走
廊南端，现存黄姚古镇200余座明清建筑，是湘
桂走廊商旅文化的代表，证明了湘桂走廊作为中
原文化向岭南传播的前沿的历史地位。

非物质文化遗存。湘桂走廊沿线少数民族
聚居，留存了许多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其中，湖
南江华瑶族长鼓舞、盘王大歌，广西贺州盘王
节、富川蝴蝶歌、龙胜瑶族服饰均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彰显了此地多民族文化交汇交融
的特征。奏铛、度戒仪式体现出巫道融合的梅
山文化，是汉文化和岭南文化交融的产物；瑶族
舞龙、瑶锦瑶绣、银饰等是汉文化和瑶族文化交
融的产物。这些各族人民历朝历代共同生活而
形成的民俗文化，体现出较为独特的艺术风格，
又较高的文化价值。

革命文化资源。1934 年 11 月，中央红军
从兴安和全州之间抢渡湘江，付出极大牺牲。
2018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湘江战役烈士
遗骸收殓保护和纪念设施建设保护工作作出
重要批示。自治区着力做好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广西段建设工作，以红军长征文化遗产廊道
为主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红军长征
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
酒海井红军纪念园、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
园为核心，形成“一路、四园、多点”的格局。长
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既契合长征精神主题，
又体现广西民族文化特色，是湘桂走廊独特的
历史文化资源。

以历史纽带为主题的湘桂走廊文旅融合发
展策略

打造精品主题文旅线路。做好民俗主题

游。岭南百越、客家、瑶族等的先祖，许多是沿
着这条民族迁徙之路走过来的。可深入挖掘
广西民俗文化的历史渊源，设计民俗文化寻根
旅游线路，在此基础上设立汉、壮、瑶、苗等各
民族民俗文化村寨，为游客提供原汁原味的

“民俗游”旅游产品。参考贺州“南岭族群博物
馆”，开发建设广西民俗博物馆，让民俗旅游更
具有聚集性，增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好历史主
题游。借助灵渠的历史底蕴，重建灵渠两岸的
寺庙、文庙与道观，修复灵渠两岸众多的古石
塔、古牌坊；整理重现严关古战场遗址、杨八姐
阵亡遗址、溶江汉墓群等古迹，让游客在此寻觅
古迹。挖掘历史上与湘桂走廊相关的历史文化
故事——柳宗元、李商隐等历史名人都曾经经
过灵渠——放大“名人效应”。在灵渠博物馆的
基础上，建设“中国水利博物馆”“兴安历代文化
名人艺术馆”“历代名人碑刻”等，吸引游客感受
湘桂走廊文化内涵。做好生态主题游。当前，
以“疗愈”“养生”为需求的生态游热度不断上
升。在湘桂走廊一带，有几十个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水利风景区，是生物
多样性生态功能区。可结合当前生态游的热
点，营销推广“华南绿肺”“天然氧吧”等旅游品
牌，对湘桂走廊生态旅游资源进行整体性开发，
打造一条生态旅游线路。

创新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在数字化浪潮推
动下，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亟需科技赋能。
湘桂走廊的历史文化资源，可以通过虚实融合、
跨界联动，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实现文旅融合
高质量发展。可以将虚拟技术应用到旅游产品
开发中，增加游客互动体验和沉浸感，同时也有
利于推动文化的传播和创新。以灵渠为例，利
用虚拟现实技术呈现出现实的楼台与虚拟的秦
时酒肆买卖的场景，让游客感受古时热闹的水
街。为了实现文旅资源价值最大化，加强文旅
跨界融合，打造湘桂走廊文化 IP，通过宣传片、
纪录片或大型实景演出，重现湘桂走廊民族大
迁徙的历史画卷。

跨省合作做强湘桂走廊品牌。湘桂走廊跨
湖南、广西两省（区），是湘南桂北地区共同拥有
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可以通过加强跨省（区）
合作，共同对这一文化线路进行梳理，加大对内
整合、对外宣传的力度，把湘桂走廊打造成两省

（区）新的旅游目的地。参考广西富川“千年古
马道，百年慢生活”旅游主题品牌、贺州打造“千
年文化古邑，海陆丝路通衢”文化品牌等，利用
湘桂古道的历史文化资源，共同做大这一地区
的民俗、历史、生态旅游产业。

湘桂走廊文旅融合发展的现实意义

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湘桂走廊一线为
多民族聚居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许多拥有文
化资源的城镇、村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
一方面，文旅开发有助于当地基础设施的完善，
提升乡村群众生活水平。旅游产业提供大量服
务业就业岗位，让民族地区在守住文化根脉的
同时，走出一条“不离乡、不离土”的致富路，让
传统村寨免于衰落。另一方面，通过文旅融合
发展，把民俗文化转变成文旅产品，进而产生经
济效益，让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成为各
族群众共享的发展红利。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者费
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认为中华
民族“六大板块”聚居地区通过西北走廊、藏彝
走廊、南岭走廊“三大走廊”连为一体，形成一
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
一体。湘桂走廊区域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当地
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是民族迁徙的主要通
道，是中国瑶族文化的中转站和发祥地，也是
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区之一，推动了民族迁徙和
人文交流。对湘桂走廊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整
体开发，梳理广西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脉络，吸
引更多游客了解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了解中
华文明的发展脉络，有助于构建文化记忆的共
同体。

深化中国-东盟人文交流。近年来，广西充
分发挥毗邻东盟国家的地缘优势、区位优势，搭
建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进
东盟。中国和东盟山水相连、血脉相亲，友好关
系源远流长。在湘桂走廊这条古道上，千年来
中国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舟舶继路、商使交属；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和越南文化甚至是中国与东
南亚国家文化的交流通道，现在还留存的商贸
古镇、古瓷渡口就是中外友好交流的见证。推
动湘桂走廊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发挥湘桂走
廊历史纽带价值，能在更纵深的历史视野中引
起中国-东盟文化交流的共鸣。

发 挥 湘 桂 走 廊 文 旅 融 合 发 展 历 史
纽 带 价 值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2024年，贵港市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实施“青春铸魂行动”“青春
护航行动”“青春建功行动”“青春交流行动”，有
形有感有效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全市各
族青少年心中。

实施“青春铸魂行动”，引导各族青少年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各族青少年理论
武装。全面落实“第一议题”学习制度，全市各
级团机关利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读书班等
及时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组织全市9116个共青团、青
联、学联、少先队组织利用主题团、队课等形式，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开展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深入开展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宣讲 8场、民族团结进步系列活
动 44场。依托全市 10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教育实践基地、145个红领巾校外活动基
地，组织引导各族青少年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教育、红色教育、国防教育、法治教育
等实践活动。在全区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实践主题活动中，全市18个作品获
奖。筑牢各族青少年理想信念根基。组织青年
讲师团、红领巾巡讲团、青联委员宣讲团开展宣
讲 2000多场。开展“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
宣讲 6场，以身边榜样教育引导各族青年。持
续提升新媒体阵地辐射引领，大力开展宣传服
务工作，引导各族青少年筑牢理想信念。实施

“红石榴培根铸魂工程”。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作为全市中小学生“开学第一课”重
要内容，用好《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大团
结》教材，在全市各中小学校普遍开设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将爱我中华的种子深深
埋进全市112万各族青少年心中。广泛开展汉
字听写大赛，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全市全覆
盖。

实施“青春护航行动”，引导各族青少年茁
壮成长成才。建立少先队员组织服务体系。
在全市 1202 所中小学建立少先队组织，1199
所中小学规范成立少工委，在社区、农村等成
立校外少先队组织 487 个，配备少先队辅导
员，建立市级名师工作室成员挂点联系基层少
先队机制，推动少先队工作均衡发展。推动青
年发展友好型城市建设。落实市县两级青年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打造吾悦广场、西江街道
新华社区等一批青年发展友好商圈、街区。开
设青年夜校 15家，通过青年线上点单、团委线
下派单、青年夜校接单的模式，不断满足各族
青年业余追求。实施“伙伴计划”，开展青少年
心理健康辅导等活动 36场。开展各族青年联
谊交友活动 25 场，服务各族青年 2000 多人
次。有效促进各族青年就业创业。组织开展
各族青年创业创新服务项目，举办各族青年创
业创新沙龙 13场，服务各族青年 760多人。为
全市各族创业青年搭建创业交流平台，举办专
项招聘会 56场，链接就业岗位 10.5万个，为 2
万多名各族青年解决就业问题。强化各族青
少年权益保护。建立法院、检察、团委、教育、

民宗、公安、司法等部门的工作会商制度，不断
优化服务各族青少年工作机制，提升保护各族
青少年权益能力水平。开展“中高考减压”等
活动 28场，覆盖各族青少年近 1万人。组织各
族青少年参加广西青少年模拟政协提案征集
活动。通过“希望工程 圆梦荷城”公益活动筹
款 160 多万元，资助各族困难青少年 1000 余
人。该项目获评贵港市第三届慈善工作“先进
项目”。

实施“青春建功行动”，引导各族青少年自
觉投身时代发展。凝聚团青力量助推现代产业
体系构建。组建163支青年突击队，选树176个

“青年文明号”，服务“一区两地一园一通道”和
平陆运河经济带贵港经济开发区“一区五园五
中心”建设。深化校地合作，与广西大学等高校
团委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助力“6+5”产业发展壮
大。深入实施“扬帆计划”，组织 387名大学生
到重点产业企业开展实践实习。号召各族青年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实施“千村万乡好青年”人
才培训工程，举办农村电商培训班5场，培训各
族青年200多人次。开展直播助农活动6场、消
费帮扶专场活动 11场，累计销售额 214万元。
动员3121名大学生参加“返家乡”社会实践，招
聘54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助力乡村建设。桂平、
平南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获共青团中
央通报表扬。围绕中心工作开展青年志愿服
务。组织近 1670名各族青年志愿者服务全运
会U20男子足球友谊赛、全国国际式摔跤冠军
赛等大型赛会。组织开展“垃圾分类 青春助

力”“保护母亲河”等志愿服务110场，上岗各族
青年志愿者 2100多人。共青团贵港市委在今
年中越青年志愿服务工作研讨会上作经验交
流。挖掘培育“牛歌戏”曲暖夕阳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项目获第七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
目大赛金奖。

实施“青春交流行动”，引导各族青少年交
往交流交融。深入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
划。广泛组织全市各族青少年开展“手拉手”、
汉字听写、夏令营、联谊会、社会实践、直播助
农等一系列青少年交流及相关活动 9000余场
次。贵港市港北区与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共
同开展的“广港两地石榴红”各族青少年交流
计划项目入选国家民委编印的《各族青少年交
流计划典型案例汇编》，是广西唯一入选的案
例。开展各族青少年云端交流活动。组织全
市各族青少年开展“石榴花开成长路”“书信手
拉手”等线上交往交流活动，组织 4所学校分
别与新疆乌鲁木齐市、江苏省扬州市、百色市
靖西县的学校结对子，开展各族青少年线上互
动交流活动 10场，参与学生 6575人次，通过视
频连线等方式拉近两校距离，增进两地各族青
少年相互了解、建立友谊。推动桂港澳各族青
少年交流。依托大藤峡工程连续 9 年以“云
上”“线下”等方式累计邀请 52批 1000余名各
族港澳青少年到大藤峡参加爱国主义教育和
国情考察，广泛凝聚起港澳各族青少年爱我中
华的家国情怀和对伟大祖国的深刻认同，经验
做法获中央统战部的肯定。

贵港：“四项行动”引导全市各族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