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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仪式现场。

今年 6 月 9 日是第 18 个国际档案
日。当天下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
馆、南宁市国家档案馆联合主办的“民
族瑰宝 千年记忆——刘三姐文化档案
展”在南宁开展。据介绍，这是广西在
政府层面首次为刘三姐建立文化档案
并举办展览。

刘三姐是广西一张亮丽的文化名
片，也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华文化品牌和
符号。此次展览用档案呈现了刘三姐
如何从一个民间传说，具象化为鲜活可
亲的人物形象，再发展成深受各族人民

喜爱的现象级文化品牌，充分展现历届
自治区党委、政府精心培育刘三姐文化
名片的成果。

该展览分序厅、文献史料里的刘三
姐、新中国成立后刘三姐文化发展、改
革开放后刘三姐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新
时代刘三姐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5 个板
块，通过300多份珍贵的档案文献，展示
刘三姐文化的起源、发展与繁荣，以此
讲好源于广西的中国故事，增强中华文
化自信，为服务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贡献档案力量。

据介绍，此次展览展品涵盖剧本手
稿、古籍文献、照片、影像资料等类型，
其中有近百件刘三姐文化档案属于首
次亮相。展厅中“年龄”最大的展品，是
19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旧小
说》，距今已有110多年历史。还有一些
展品也弥足珍贵，如彩调剧《刘三姐》剧
本第一方案原稿；1960年歌舞剧《刘三
姐》进京演出期间，朱德、乌兰夫、邓颖
超等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于该剧演出
后与演职人员合影照片；1963年文化部
批复同意向印度尼西亚华侨提供《刘三
姐》有关资料的文件等，吸引众多参观
者驻足观看。

在当天举行的刘三姐文化档案捐
赠仪式上，创作于1991年的彩调剧《刘
三姐》（第九方案）手稿原件，由创作组
成员曾昭文先生之子交由何振强先生
捐赠。广西戏剧院、刘三姐扮演者傅锦
华女儿傅彬彬等也捐赠了刘三姐演出
相关照片，自治区档案馆领导为捐赠者
颁发了收藏证书。

自治区档案馆副馆长蒋宏灵介绍，
该展览展期暂定2年，公众可通过档案
馆官方微信号或电话预约参观，自治区
档案馆将不断增加刘三姐文化档案精
品，使之成为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
项目，以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本报记者 韦颖琛/文、图）

广西首次为“刘三姐”建立文化档案并举办展览

6 月 5 日，贺州召开市委民族工作
委员会全体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副市长蒋晓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加强学校各族师生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组织各族青
少年共同参加研学旅行、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实践教育等活动，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要把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农村移风易
俗、文明创建和村规民约等的内容中，引
导各族群众自觉树立邻里团结、家庭和
美、互帮互助的行为准则。加强社区建
设、优化社区服务、丰富社区活动，建强
用好“石榴同心工作室”，加强城市民族

工作、社区民族工作，推动民族事务治理
同市域治理、基层治理有效衔接，打通服
务各族群众“最后一米”。要引导、支持
企业履行好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把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同职业技能
培训有机结合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深
入开展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教
育、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中华文化宣讲
等，切实增强各族职工的国家意识、公民
意识、法治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会议强调，要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优化提效，深入推动实施“三项
计划·桂在行动·贺州实践”，促进各民
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充分发挥贺州

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会和
研究基地作用，加强对潇贺古道、临贺
故城等历史文化资源研究，以文化活动
为载体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讲好
贺州民族团结进步故事。深入挖掘南
岭走廊历史上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理论内涵，为传承和保护南岭走廊文
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
支撑。

会议听取市委民族工作委员会工作
报告。八步区委统战部、富川瑶族自治
县委统战部、市教育局、市农业农村局、
平桂区民宗局在会上作交流发言。

（赵金宾 林 盈）

贺州召开市委民族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

近日，共青团富川瑶族自治县委员
会组织湖北工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以
下简称研支团）携手富川一中开展“蝶声
传韵”少数民族青年唱响党的故事活动，
运用好非遗文化活态传承，将非遗文化
瑶族蝴蝶歌与党的故事宣讲相结合，引
导各族青年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文
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活动内容以党的故事宣讲为主题，

研支团志愿者为富川一中学生讲述“江
姐”——江竹筠的故事，激发学生们从英
雄人物的事迹中体悟继续前行的力量。
研支团成员通过讲述江竹筠烈士“十指
钉竹签仍誓守党的机密”的英雄事迹，生
动诠释“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
开”的忠诚信仰，让青少年在宣讲中感悟
革命先辈“为黎明勇守长夜”的精神品
格。学生们表示：“要把红色基因融入瑶

乡文化，争做新时代民族团结的践行者，
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研支团未来还将继续开展多期“蝶
声传韵”活动，推动非遗在青年群体与
民族地区的传承与发展，让红色文化与
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焕发出新的活力，
激励各族青少年在守护文化根脉中厚
植家国情怀。

（共青团富川委员会 富川民宗局）

6月3日至9日，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在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成功举办
2025年粤桂协作·村（社区）干部综合素
质能力提升培训班。来自全县各乡镇
（街道）的50名村（社区）干部参加培训。

培训班邀请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
院、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等单位的6位专
家学者进行专题授课。培训采取“理
论+实践”的教学模式，通过专题讲座、
案例分析、现场教学、分组研讨等多种
形式，为参训学员带来一场知识与实践

深度融合的学习体验，全方位、多角度
提升村（社区）干部的理论素养和业务
能力。

在为期7天的培训中，学员们系统
学习了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实地考察了
天安云谷产业园等示范基地，并围绕

“环江高质量发展”开展结构化研讨。
下南乡波川村党委书记谭荣庆感慨：

“这次来深圳学习，深切感受到深圳‘敢
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AI技术
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等方面先进经验，对

我们村集体产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启
示。”

此次培训由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党
委组织部、粤桂协作办联合主办，是该
县深化粤桂协作、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
举措。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建立培训成果跟踪问效机制，推动先进
经验在基层落地转化，着力培育一支懂
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乡村振兴“领头
雁”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的人
才支撑和智力保障。（莫淑飘 谭翠朴）

非遗蝶歌传薪火 富川青年诵党恩

环江 50 名村干赴深圳取经

6 月 6 日，桂林市少数民族
服务中心开展“民族团结石榴
情·古尔邦节共欢聚”联谊活
动。各族同胞欢聚一堂，共享
节 日 喜 悦 ，共 话 民 族 团 结 情
谊。桂林市民宗委、市文联、七
星区政府及广西师范大学、桂
林电子科技大学等相关单位代
表，新疆驻桂机构、民族干部、
社区组织、商协会代表，以及公
益律师、示范街群众代表等共
150余人参加活动。

桂林市文联现场赠送了由
文艺志愿者莫双发创作的画作

《同心结满石榴红》，作品通过
石榴这一象征元素，传递了各
民族团结一心、共庆佳节的美
好愿景。

伴着欢快的节奏，维吾尔
族青年们带来精彩的舞蹈和吉
他弹唱，身着侗族服饰的表演
者弹起琵琶，唱起侗族大歌，现
场掌声与欢呼交织。

为加强情感联结，传递温

暖与关怀，维吾尔族同胞现场
与远在新疆的亲人视频连线，
互道祝福，共庆佳节。

在美食品鉴区，各族群众
自发制作并布置了极具民族特
色的美食盛宴：金黄酥脆的馓
子、馕饼、干果、水果琳琅满目，
烤全羊色泽诱人，手抓饭芳香
四溢……大家在美食分享中拉
近了彼此的距离，增进了情感
交流。

这场活动让各族群众在民
族文化的交流中加深了解、增
进友谊、促进认同，诠释着“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
深厚情谊。

“我们将继续依托传统节
日、民族节庆开展丰富多彩的
文化活动，积极搭建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平台，为促进民
族团结与社会和谐作出更大的
贡献。”桂林市少数民族服务中
心党支部书记马世文说。

（何雁容/文、图）

靖西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创新构建“边
疆治理+民族融合”实践体系，
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深
走实。

实践创新，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靖西
依托 28 所“国门”党校，打造党
性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等4
条现场教学精品线路，开发 84
门特色课程。组织 6 个文艺宣
讲队利用壮族八音、末轮小调、
山歌对唱等方式讲好民族团结
故事。深入实施“国旗工程”，
在152.5公里边境线近1万户边
民屋顶插上国旗，引导边疆地
区各族干部群众不断增强“五
个认同”。

文化浸润，打造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在 292 个村级
党群服务阵地设置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民族之家等功能室，常
态化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深化125 个抵边屯、2个边
境口岸、4个边民互市点和少数
民族聚集区基层党组织创优示
范成果，推动星级村党组织与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同创共
建，建成“百里边关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长廊”，助力打造39个市
级以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
位，2 个村街获评“中国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

民生提质，夯实民族团结
物质基础。靖西将民族事务纳
入县乡村屯“一网统筹”信息化
平台治理事项。此外，深化“国
门”党建联建议事决策机制，推
动龙邦国际性口岸18家驻边单
位和抵边村屯组织联动、治安
联防、措施联推。创建易地搬
迁安置点“服务 365·天天我都
在”智慧服务平台试点，“一站
式”办好各族群众的民生实事
和公共事务 1000 余件次，构建
多民族共居共学、和谐善治的
互嵌式社区。

产业赋能，构建各民族经
济共生体。实施“党建+农文
旅”富民计划，整合少数民族发
展资金等各项资金 3000 余万
元；持续完善民族特色村寨、边
关风情旅游带等配套设施建
设。健全“民族同心”育才机
制，通过“能人治村”“名师带
徒”方式，培育电商主播、刺绣
织锦人才等致富带头人 1482
名，助力百香果山楂、壮锦、绣
球等民贸民品年销售额达5600
多万元。联合多部门开展“百
企边关行”活动，推动38个边民
合作社和15家企业共同运营落
地加工项目，带动 3560 名各族
群众就近就业，每年为村级集
体经济增收1850万元。

（农开鹏 梁姜银）

靖西构建“边疆治理
+民族融合”实践体系

桂林各族群众共庆古尔邦节

▲龙胜侗歌协会表演者们演唱侗族大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