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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族群众欢庆新戏台开台。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文化

在广西左江流域的明江畔，数千幅赭红色
岩画历经两千余年风雨侵蚀，依旧以震撼人心
的视觉语言诉说着骆越先民的智慧与信仰。作
为中国首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花山岩画承
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自 2016年申遗成
功以来，宁明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
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论述，以“守正创新”为核
心理念，构建起“保护—传承—利用”三位一
体的花山岩画文化发展体系，让古老文明在新
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科学保护：筑牢文化遗产“生命线”

作为世界级文化瑰宝，花山岩画保护始终
遵循“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原则。宁明县创
新构建“人防+技防”立体监测体系，通过水
上巡航与陆地巡查相结合的方式，运用物联
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实时采集岩体裂隙、温
湿度等关键数据，并与国家文物局监测平台实
现数据互通。同时，建立“三级管控”制度，
将遗产区、缓冲区纳入法治化管理轨道，累计

投入资金超1亿元，分三期实施抢救性保护工
程，确保岩画本体安全。

在非遗传承方面，成立花山文化研究院，
系统开展岩画符号破译、骆越文化研究等学术
工作，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为文艺创作。目前，
全县已建成4个自治区级非遗传承基地，培育
73个非遗项目和 39名传承人。创新设立“崇
左花山日”，通过“三月三”骆越王祭祀大
典、花山拳课间操等特色活动，构建起“教育
传承+节庆活化+社区参与”的立体化传承网
络，形成全民守护文化遗产的生动局面。

创新发展：激活文化遗产“生命力”

宁明县以“世遗+”战略为引领，打造现代
化文旅产业体系。通过实施花山景区提质工程，
建成骆越文化宫、花山温泉谷等核心项目，完善

“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成功创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2024 年数据显示，全县旅游接待
量突破7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70.2亿元，实
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良性互动。

创新“文化遗产+”融合模式，推动花山
元素向特色农业、文创产业等领域延伸。建成
小龙虾加工产业园、非遗就业工坊等产业集
群，开发“花山红人”IP 系列文创产品，带动
村集体经济增收3300万元。培育500余名双语
导游和文化志愿者，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场
景，让游客在互动中感受骆越文化的独特魅力。

开放交流：拓展文化遗产“影响力”

宁明县积极搭建国际文化交流平台，打造
“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新地标。常态化举办
“宁明花山国际文化旅游美食节”“东盟青年文
化交流周”等品牌活动，开通花山岩画至越南
下龙湾跨境旅游线路。2023年与越南邻近4县
建立官方合作机制，开展联合申遗、艺术展演
等跨国项目，推动花山文化走向世界。

借助数字技术赋能，建设花山国际传播中
心，运用 VR、AI 等技术开发沉浸式体验项
目，让静态岩画“活”起来。通过举办国际文
创设计大赛、出版多语种学术著作等方式，多

维度阐释花山文化内涵。如今，花山岩画已成
为广西对外文化交流的“金名片”，年均吸引
超30万境外游客探寻骆越文明密码。

经验启示：以文化振兴赋能高质量发展

宁明县的实践表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需
把握三个关键维度：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在
守护文化根脉中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文旅融合
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以文化产业促进共同富
裕；立足本土特色与国际视野，通过跨文化对
话提升文化软实力。唯有如此，方能让古老文
明在新时代续写华章，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贡献地方智慧。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宁明县将继续以花
山岩画为纽带，深化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
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让世界通过花山读懂
中国，让花山文化成为照亮人类文明的璀璨
星辰。在守护与传承的接力中，这片古老而
神奇的土地正书写着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崭
新篇章。 (陆 洲 陆 飞 李 翔)

宁明：保护花山岩画 传承文化血脉

近年来，田东县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这条主线，深入挖掘各乡镇的特色文化资源，
精心打造一镇一节民间民俗文化活动品牌，通过丰
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让民族团结之花在红色土地上绚丽绽放。

田东县以民族文化为纽带，创新打造一镇一节
民间民俗文化活动特色品牌，将民族文化谱写成激
昂奋进、和谐共融的动人乐章。全县 10个乡镇因
地制宜，深挖民族文化富矿，实现“月月有活动、
镇镇有特色、人人共参与”的生动局面。通过“民
俗文化+”模式，让民族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焕发生
机，走出一条文化润心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的特色
路径，为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

同时全县深入挖掘民族文化基因库，精心梳理
壮族嘹歌、排歌、侬歌，瑶族金锣舞、唢呐，蔗园
山歌、舞龙舞狮、致力于传承与弘扬民间戏曲以及
手工刺绣等多元民族文化。通过民俗文化活动特色
平台，融合“演艺”“赛事”“研学”模式，将古老
艺术引入现代生活。平马镇龙舟文化节将壮族传统
龙舟竞渡与现代体育赛事结合，搭配壮族歌舞演
艺，让人们在感受体育激情的同时，深度领略壮族
的历史文化与风俗习惯；朔良镇百灵歌圩节则通过
嘹歌演唱赛事，让游客深入了解壮族嘹歌文化。这
些举措不仅让古老艺术在新时代重焕生机，还促进
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传统文化传承注入
新活力，推动了当地文化繁荣与社会和谐稳定。

“民俗文化+”品牌撬动文旅融合杠杆，形成了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良性循环。全县10个乡
镇每年举办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吸引了大量
游客，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周边民宿入住率增长
35%，特色农产品销售增长48%，文创产品年产值
超500万元。同时全县建立经济服务专班，推出特

色产业培育计划，打造了 5个特色产业园、1个新
能源基地。2024年全县接待旅游总人数、旅游总
收入分别增长 12.01%、13.05%，带动上万名各族
群众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与此同时，全县依托民俗文化活动平台，创新
构建民族团结机制，打造“回娘家”“民族团结长桌
宴”等一系列群众性活动品牌，成为各族群众情感
交融、文化互鉴的重要纽带。在各个节庆现场，精
心设置的民族文化展示角热闹非凡，壮族七里刺绣
与瑶绣的技艺切磋交流，山歌与唢呐的跨界融合创
作，让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碰撞出别样的火花。作登
瑶族乡的布努节更是别出心裁，推出沉浸式文化体
验项目，游客们可以亲身参与瑶绣制作，学习金锣
舞，让非遗文化从抽象概念变得可观、可感、真切
可触。别具特色的“石榴籽文艺活动队”，将民族团
结故事编成壮剧、排歌等巡演，获得广泛好评。

另一方面，各节庆活动充分利用数字平台，运
用VR技术还原传统场景，开发“民族文化数字图
谱”。平马镇龙舟赛引入5G直播技术，实现360度
全景观看；义圩镇七里彩调节采用“线上直播+线
下对歌”的新颖形式，吸引大批观众，线上线下互
动热烈，让七里彩调这一文化瑰宝得以广泛传播。
通过“短视频+直播电商”模式，带动芒果、圣女
果、香米、香油等特色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3亿
元。数字技术的加持，让传统文化突破时空界限，
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如今的田东，春有傩戏祈福纳祥，夏有龙舟劈
波斩浪，秋有嘹歌响彻云霄，冬有瑶乡金锣震天。
一个个特色民俗文化活动如同跃动的音符，在民族
团结进步交响曲中奏响时代华章，谱写着“中华民
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壮美画卷。

（姚敦波 周章师）

6月1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科技馆开展“六一儿童节·科学奇妙日——探秘科技
馆，玩转科技梦”活动，吸引众多小朋友前来参与。他们动手组装科技产品，体验科普
设备，感受科技魅力，快乐度过自己的节日。图为小朋友在组装科技产品。

（韦如代 摄影报道）

6月1日，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第七小学组织100余名学生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开展
“非遗传承·筑梦成长”主题研学及艺术展演活动。学生们身着毛南、苗、壮等民族服饰，表演
精彩的民族歌舞，并在博物馆工作人员带领下参与壮锦织造、铜鼓拓印等非遗手工体验。

此次活动将课堂延伸到社会，以沉浸式体验激发孩子们对民族文化的兴趣，并通过“展
演+研学”的模式，不断提升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图为学生合唱《壮族歌声啊咧咧》。

（韦 睿 黄宏湾 摄影报道)

田东：以民俗文化奏响民族团结乐章

6月 1日，龙胜各族自治县乐江镇
地灵村举办 2025 年首届舞“侗”地灵

“月也”节暨新戏台开台仪式。广西、
湖南两省（区）的通道、三江、龙胜三
县8村10支文艺队受邀参加，通过唱侗
戏、弹琵琶歌、吹芦笙、跳多耶、吃百
家宴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现出当地各
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画卷。

地灵上寨戏台在龙胜县委、县政
府支持下，于今年 3月 5日重建。村民
们筹工筹劳、捐资捐物，经近 3个月装
修调试，于 6月 1日正式投入使用。新
戏台坐落于地灵上寨中心鼓楼坪旁，
外观融合侗族传统建筑精髓，飞檐翘
角、雕梁画栋，内部则采用现代化的

声光电设备，为当地群众表演提供专
业舞台。

活动现场，通道民俗都美文艺队侗
戏表演为戏台踩台，龙胜果苑琵琶队弹
唱、三江侗乡笙歌队演唱侗族歌曲等节
目助兴。最热闹的要数侗族多耶团圆
舞，演员、嘉宾、村民围成同心圆共
舞，现场欢声笑语。百家宴后，10支文
艺队轮番演出，节目形式多样、精彩纷
呈，为群众献上文艺大餐。地灵村副主
任吴文礼表示，新戏台不仅是当地群众
文艺演出场所，也为周边地区各族群众
提供了一个交往交流交融的良好平台，
对促进区域和谐共处很有意义。

（吴凯旋 潘志祥/文、图）

龙胜：搭新台 唱好戏

罗城：感受科技魅力 欢乐度过“六一”

环江：文化传承润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