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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先治边，治国必治边。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始终把边疆治理摆在治国
理政的重要位置。2014 年 4 月 15
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首次提出，阐
述边疆安全成为总体国家安全中直
接、集中、典型的反映。习近平总书
记心系边疆、情系边疆，多次赴新
疆、西藏、内蒙古、广西、云南等边疆
地区考察，他强调“广西是我国少数
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同时是革
命老区、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边
疆巩固同国家安全紧密相关。广西
是我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和生态
安全屏障，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中
居于重要地位。地处祖国西南边陲
的广西，拥有1020公里陆地边境线、
1595公里海岸线。

作为广西的党员干部，我们要
坚决牢记领袖嘱托，感恩加压奋进，
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始
终把边疆治理摆在重要位置，做好

“边”的文章，大力推动新时代兴边
富民行动，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
量发展，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上取得更大突破，更好服务国家重
大战略和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
共同体建设。

突出“边”，全面启动“清底”普

查工作。我们通过启动全区“边疆
边情”专项普查工作,以边境沿线地
区为资源普查重点区域。建立以宣
传、政法、民宗、公安、大数据等部门
联合协作的工作组，形成“自治区把
方向、市级总协调、属地当骨干、村
委为基础”的专项普查体系，研究制
定“广西边情”专项普查标准体系、
工作规程、技术规范、成果要求等，
开展数字化、智能化、立体化的全面
普查，不漏一户、不少一米，科学分
类、整理建档，依托普查成果,形成

《广西壮族自治区边疆情况目录》，
建立系统性“边疆动态”专题数据
库，即时报送自治区相关领导和部
门，供治理决策参考。

突出“优”，结合产业发展边境
经济。我们要充分利用边境地区的
资源优势，推动边境地区产业发展
的多元化转型。经济安全是国家安
全的基础。广西8个边境县（市、区）
立足边境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地
理区位优势、民族风俗文化等优势
禀赋，有效甄别具有本地比较优势
与市场潜力的产业形态，打造具有
竞争力和可持续性的产业发展模
式。具体而言，一方面，基于边境地
区特殊的地缘区位优势，以友谊关、
东兴、龙邦口岸为重点，打造强化内

外联动、岸城一体、三产融合的口岸
经济，强化服务区域经济一体化能
力，构建以“口岸+物流”“口岸+贸
易”“口岸+产业”为核心的多元化

“口岸经济+”体系，加快推进边境经
济合作区建设，着力显现沿边产业
园区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作
用。另一方面，融合自然资源和民
族文化资源，以百色、崇左为重点，
全面巩固蔗糖、茶叶、水果、山茶油
等特色种植产业，积极发展以中越
边境游为代表的文旅产业。通过

“AI赋能”，鼓励“边境文艺”和“红色
边境”等主题创作，开办微电影、短
视频创作和展播,积极争取中宣部、
文旅部、国家民委等部委的支持力
度。重点把“边境文化”与干部教
育、研学旅行、红色旅游等相结合，
打造“红色边境之旅”等精品线路,扩
大“边境游”应用场景和范围，打造
广西“红色边境”个性品牌，讲好广
西人民守边固边的感人故事，讲好
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故事，讲好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彩故事。

突出“民”，加大公共服务兜底
责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
边疆治理，必须坚持一切从人民的
利益出发。我们继续完善边境地区
水、电、路、网、通信、物流等方面的

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边境地区的就
业、医疗、教育、住房以及社会保障
等重点领域的民生建设，提升基本
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通过扩大
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共同需求
和基本需求。在这一过程中，特别
要强化政府在民生建设方面的兜底
责任，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到劳
有所得、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再到
老有所养、弱有所扶，覆盖边民衣食
住行等方面。边疆各族人民的幸福
生活既是边疆治理优势和效能的生
动体现，也蕴含和合共生理念，强调
各民族和谐共处、共同发展，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效样
板。同时，力争在边疆毗邻地区实
施一批“小而美”、基层群众感受度
高的可持续发展民生援助项目，促
进双边民心相通。

突出“绿”，持续筑牢生态安全
防线。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特别
是沿边地区作为重要的生物多样性
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涵养区和
物种基因库，同时也是生态脆弱区
域与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对于
全国甚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气
候稳定、水资源供应、新能源建设等
有着重大影响。构建祖国南方重要
生态屏障，必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当前，我国正在有序推进建设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
新战略，目前首批已经确定三江源、
东北豹虎等 5个区域。广西要积极
争取纳入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同时，通过“AI赋能”
精准计算确定边疆地区环境的生态
承载力，设置一个动态区间并设定
相关社会经济建设的开发强度，科
学划定边疆生态安全屏障红线，建
立边疆生态安全屏障红线保障机制
和生态风险预警机制，配套完善触
碰红线的惩罚制度。要注重加快推
进对农牧业、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
领域内部的结构转型和升级，推动
建设绿色生态园区，以科学规划推
动产业布局的绿色化，优化产业结
构和布局，提升新兴产业在总体产
业结构中的占比。要健全跨境生态
治理合作的体制机制，加强与周边
国家生态保护政策与生态环境数据
的共享、交流，主动在跨区域环境保
护、生态修复合作和协调解决跨境
污染等领域发力，有助于我国推动
面向周边国家的环境外交并提升在
全球环境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
力，有效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

田东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创新构建“红色基因凝聚人心、
蓝色治理保驾护航、绿色产业创造财富”的三
色融合发展模式，探索出一条具有当地特色
的团结进步新路径。该模式以红为魂筑牢思
想根基，以蓝为脉构建治理体系，以绿为底推
动共同富裕，形成“三色互融、三链同构、三感
共升”的民族团结新格局。

红为魂：以红色基因筑牢团结之基，凝聚
思想共同体

田东县以红链铸魂，深挖红色资源富
矿，精心构建“保护、传承、教育”三位一体育
人体系，赋能群众幸福感，激活县域发展红
色动能。

守护红色根脉，共筑精神家园。 作为右
江革命核心区，全县拥有 40余处红色遗址。
坚持“修旧如旧”原则，重点修缮右江工农民
主政府旧址、百谷红军村陈列室等核心教育
基地，年均接待量突破 30万人次。着力打造

“右江河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
带”（思林镇龙邦安置点至经正书院），沿线
布局 10个示范基地、6个同心文化广场和 14
条文化长廊，串联形成县域红色教育矩阵。

赓续红色文化，深化情感认同。 创新传
承载体，将红色文化“六进”工程与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十进”活动深度融合，形成“红色
文化+民族团结”双轮驱动格局。推进文化
交融，创作《百谷烽火情》等革命题材作品 6
部；以排歌、嘹歌等民族艺术演绎红色故事，
打造《春到右江》等沉浸式情景剧 5部。创新

“红色文化+新媒体”传播，依托抖音、微信视

频号、政府公众号等平台打造“线上传播-线
下体验”立体宣传。三年来累计举办红色故
事会、文艺演出逾 2500场次，覆盖群众 20万
人次，让红色基因成为各民族共同的情感纽
带。

厚植红色教育，引领团结进步。实施校
园启智润心“红烛先锋”工程，开设红色文化
课堂，组建 400余名“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开
展“重走红军路”等活动 480场次。实行干部
铸魂赋能“全员培训”工程，年均组织红色研
学 6次，开办专题研讨班 2期。开展基层聚
力凝心“红耀芒乡”工程，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举办红色电影放映、革命历史讲座
1300余场次，培育“红色网格长”“红色楼栋
长”等骨干力量，织密全域覆盖的红色精神
血脉工程。

蓝为脉：以治理共享架起连心之桥，构建
发展共同体

田东县以蓝链固防，构建民族互嵌、法治
保障、社会共治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推动各族
群众在共建共治中安全感显著提升。

易地安置开启互嵌式发展新路径。7个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创新实施“共居、共学、
共事、共乐”四共机制。1.5万名涵盖9个民族
的搬迁群众实现“插花式混居”，配套建设学
校、卫生室等设施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推
行“党支部+合作社+搬迁户”模式，发展芒果
种植、来料加工等产业项目20余个，年均举办
就业培训100余期，确保有劳动力家庭每户至
少 1人稳定就业。广泛开展“节庆共庆”等活
动，有力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法治建设筑牢公平正义保障线。创新“法

律服务+矛盾化解”治理机制，深化“平安田东”
建设。建成智慧安防小区36个，社会治安满意
度连年提升、位居全区前列。构建县乡村三级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点）183个，培养“法律
明白人”500余名。推广“多元协商+民主议事”
模式，在社区成立“石榴籽议事会”，农村组建

“乡贤调解队”。三年来累计解决群众诉求1.2
万件、调解纠纷3000余起，成功率高达98%。

网格织网提升社会共治新效能。健全县
乡村三级民族工作网络，将民族宗教事务精
细纳入网格管理，构建“五位一体”共治格
局。创新“民族工作+志愿服务”模式，组建

“红石榴志愿服务队”，累计深入 172个村（社
区）开展政策宣传、助老扶幼等活动 3800余
次，全面营造“有事大家帮、有难共同扛”的和
谐共融氛围。

绿为基：以产业交融织就幸福之网，锻造
命运共同体

田东县以绿链夯基，构建起“一产强、二
产优、三产活”的产业协同发展体系，让各族
群众在共同富裕中增进共同体意识、提升获
得感。

特色农业，芒果产业绘就共富图景。全
县芒果种植面积达34.21万亩，覆盖5.44万农
户，户均年增收2.23万元。培育 出40多个芒
果优质品种、28个芒果商标品牌，建成国家芒
果种质资源圃和芒果研究院，研发推广绿色
防控技术20余项。全国人大代表陆弟敏的技
术服务辐射至云南、贵州等省份，全国三八红
旗手陆秀缎牵头成立的芒果种植合作社，带
动2000余户各族群众发展标准化种植。创新

“芒果+文旅”模式，举办芒果文化节、采摘体

验等活动，年吸引游客 20万人次，实现“芒果
红、旅游火、群众富”的良性循环。

工业转型，绿色发展激活经济动能。以
“五园一县一区一基地”为载体，推动传统产
业绿色升级。田东石化工业园区建成13个科
技研发平台，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7家，其中锦
鑫化工焙烧炉节能改造技术年节能0.63万吨
标准煤。新兴产业方面，布局新材料产业园
和新能源基地，引进中广核等龙头企业，形成

“传统产业提效、新兴产业崛起”的工业格
局。园区内少数民族员工占比达 38%，各族
工人在技术创新、技能竞赛中形成比学赶超
的良好氛围。

文旅融合，民族风情点亮团结名片。创
新发展“田东之夜”“恩隆文旅”等文旅产业，
打造“红色研学+民俗体验”旅游体系，推出

“挺进右江”“运枪小道”等4条精品线路，年接
待研学团队超 1200批次。深度挖掘 10个乡
镇特色文化，打造“一镇一节”民俗品牌。景
区设立非遗工坊，培养壮族刺绣、瑶族银饰等
传承人 156名，带动 3000余名群众从事民族
手工艺产业。开发龙须河水上观光、芒果小
镇、研学体验等多元业态，让各族群众在感受

“红色田东，大美右江”中共享文旅红利，共增
“五个认同”。

田东县“红蓝绿”三色融合模式，将红色
基因的精神引领力、蓝色治理的制度保障力、
绿色产业的经济驱动力有机结合，形成了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闭环。该模式
实施以来，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21年的 1.93万元增长至 2024年的 2.37万
元，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群众知晓率达98%，先
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全区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县”等荣誉称号。

推进壮美广西边疆治理的思考

田东：三色融合绘新篇
□姚敦波

□刘香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