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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图书馆与黔东南州图书馆互赠书册。 （南宁市图书馆供图）

近年来，龙州县坚持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依托沿
边地区互市贸易资源优势与水口
口岸的高效便捷优势，大力发展落
地加工产业，走出一条“产业留税、
企业留利、百姓留业”的兴边富民
新路。今年一季度，全县落地加工
产值达 2.03 亿元，同比增长 500%，
创造沿边产业发展新速度，不断夯
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
质基础。

汇聚各方资源要素，构建“一区
四园”产业集群。龙州县充分发挥
粤桂东西部协作机制优势，引进东
部落地加工企业，成功吸引禧实食
品、宇峰食品等企业入驻园区。企
业采取“边民合作社直供+定向采
购”模式，从边民手里收购原材料
在口岸当地加工，将税收、产值都
留在当地，有效促进产业增值、企
业增效、边民增收。同时，将原有
分散的园区整合为“一区四园”，即

龙州边境经济合作区、龙北综合加
工产业园、新旺循环经济产业园、
生态铝循环产业园、水口边贸扶贫
产业园。四大园区通过专用物流
通道串联，形成“原料进口—初加
工—精深加工—成品出口”的闭
环。目前，园区入驻落地加工企业
16 家，其中已投产 11 家，规模以上
企业7家，涵盖腰果、芒果、凉粉草、
木薯干片等多个品类产品。

提升口岸通关效率，持续优化
口岸营商环境。龙州县深入开展水
口海关“两降一提”专项行动、“关长
送政策上门”等，严格落实通关业务
立即办、优质办、高效办，持续通过
通关改革释放叠加效应。今年一季
度，水口口岸通关报关单数同比增
加 55.1% ，进 出 口 货 量 同 比 增 加
55.5%。同时，制定出台《龙州县边
民互市贸易合作社管理制度（试
行）》，探索实施“党支部+合作社+集
体经济+企业”发展模式，推广应用

广西边民互市贸易“一平台三市场”
交易系统，推动边民互市贸易规范
化、健康化发展。

优化联系指导服务，绘就兴边
富民新图景。今年以来，龙州县成
立边贸落地加工服务链，建立实施

“链长制”，链长由县处级领导担任，
持续加大对企业的“全链条”服务力
度。同时，组建“助企服务团”，实行

“1+1+N”挂点联系制度，即“1名县
处级干部+1 名局长+N 个职能部
门”，全力解决企业原料供应、用地、
用工、排污、融资等问题。全县落地
加工企业的快速发展，既促进了口
岸经济的持续增长，又为当地边民
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截至目前，
全县落地加工企业可为边民提供就
业岗位2300 多个，真正让边境地区
各族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切
实将国家赋予边民互市贸易政策红
利留在边疆、留给边民。

（姜通益）

落地加工产业赋能兴边富民

6月14日，2025年“民
族团结·桂黔多彩民族文
化嘉年华”系列活动在南
宁市图书馆启动。活动由
广西南宁市图书馆，贵州
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图书馆、民族博物馆、文化
馆及南宁市民间文艺家协
会主办，通过多元形式展
现两省区绚丽的民族文

化，推动两地文旅融合与
非遗传承。

启动仪式上，南宁市
图书馆与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图书馆互赠地方文
献，促进两地文化交流。

“锦绣桂黔·霓裳共
语”——民族服饰传承与
当代创新对话主题活动
上，嘉宾们围绕民族服饰

文化探讨非遗服饰活态传
承路径，向市民读者介绍
桂黔两地少数民族传统服
饰文化特色。桂黔少数民
族服饰专题展、黔东南民
族传统服饰展通过静态展
陈的形式，展现了两地少
数民族高超的服饰制作技
艺。带女儿参加活动的市
民温小倩说：“小孩对这些

精美的民族服饰很感兴
趣，从中学到很多知识，满
足了她的好奇心，也在她
心中埋下了传承和弘扬民
族文化的种子。”

值得一提的是，现场
还推出“多彩桂黔·书香两
地情”馆藏特色地方文献
展和“民族团结 壮美广西|
广西民间游艺”文化展，活
动精彩纷呈，吸引了众多
市民参与。互动体验现
场，市民王玲亲手制作五
彩蛋兜，她说：“今天的活
动丰富有趣，让我对民族
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希
望桂黔两地能够进一步合
作，组织开展大家喜闻乐
见的活动，宣传非遗文化
的同时也能进一步促进各
民族群众的交流。”

“民族团结·桂黔多彩
民族文化嘉年华”系列活
动以文化为纽带、以交流
促融合，不仅搭建起桂黔
两地文化交流的新平台，
也为推进西南地区文化共
融提供了示范样本，是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生动文化实践。

（黄誉琦 覃颖珺）

2025 年“民族团结·桂黔多彩
民族文化嘉年华”系列活动启幕

6月13日，由广西少数民族古籍
保护研究中心、南宁市民族宗教事
务委员会、南宁市国家档案馆联合
主办的“文约八桂 信铸千秋”——广
西各民族契约文书档案里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故事专题展在南宁市国
家档案馆正式开展。

专题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以“文约八桂 信铸千
秋”为主题，精选清代至民国时期约
80件广西各民族聚居地区契约文书
档案，重点展现广西及首府南宁历
史上各民族和谐共处、互信合作的
优良传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历史和“信用南宁”建设成果，系统
展示广西各民族经济生活、生产方
式、社会治理及民俗民风，生动讲述
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情感上的交往
交流交融故事。

南宁市国家档案馆还与广西少
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正式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并向广西少数民族
古籍保护研究中心、广西教育出版
社颁发档案捐赠证书。

当日还举办了“请听档案说：契
约镌刻的共生年轮”主题分享会，古
籍抢救搜集人韦海科在分享中动情
地说：“我们抢救的不仅是纸张，更

是即将消逝的民族记忆。”
本次展览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线上展厅在“广西优秀传统
文化数字出版平台”同步开展，突破
了时空限制，扩大了受众范围，提升
了观展体验。

南宁市国家档案馆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联合相关单位对契约文
书档案进行深入研究，挖掘其蕴含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实物见证
价值，探寻中华传统契约精神的现代
意义，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借鉴和文化
支撑。 （本报记者 罗 添）

从契约文书档案看广西“三交”故事

“自从村寨有了长者食堂，再也
不用为烧饭发愁了。我们每天到这
来吃午餐，聚在一起聊聊天，很开
心。”临近中午时分，龙胜各族自治
县平等镇广南村的长者食堂里，老
人们三三两两结伴前来就餐。在这
里，不仅有热气腾腾的午餐和欢声
笑语的陪伴，更有邻里“守望互助”
的温暖。

长者食堂根据老年人的口味，
将侗族传统饮食文化融入助餐服
务，每天推出油茶、糍粑等多样菜
品，并采用“政府出一点、爱心企业
赞助一点、个人出一点”的模式运
营，老人按年龄与困难程度，每餐付
2至5元。

“村里办了这个食堂，非常方便我
们老年人，而且饭菜干净又好吃，我们

很满意。”村民杨大爷边吃边说道。
食堂建成以来，已为 257 位老

人提供800余次助餐服务。“后续我
们将继续加强长者食堂的常态化管
理，推动长者食堂的可持续发展。”
平等镇民政便民服务中心负责人颜
麟璎说。

据悉，龙胜正积极探索让民族
村寨养老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
好”升级，从“单一就餐”向“文化养
老”延伸，各族群众在共享炊烟、共
话家常中增进感情。龙胜已在1个
社区、3个乡镇、1个侗族村寨、1个壮
族村寨建成长者食堂爱心助餐点，
探索民族文化与民生服务融合，打
造“养老+文化+民族”的融合模式，
不断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幸福感。

（陈燕燕 秦 榛/文、图）

长者食堂飘香暖人心

▲在平等镇广南村长者食堂，老人们正在用餐。

贵港市积极探索“商（协）会+
民族团结”工作模式，率先在全区
实现县域民族团结进步协会全覆
盖，走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新路径。

贵港以平南县为试点，于2024
年7月成立广西首个民族团结进步
协会，随后桂平市、港北区、港南
区、覃塘区相继成立。协会由社会
各界人士自愿组成，积极开展民族
联谊、社会公益等活动，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

各协会通过专题培训、青少年
交流、节日文化活动等形式，深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
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四个与共”
理念，推动“五个认同”理念深入人
心；搭建政企桥梁助力民族地区发

展，如协调企业捐赠50万元物资帮
扶灾后农户，助力7291户低收入家
庭灾后复产，还推动技术资金下乡
促进产业升级；聚焦民生关切，累
计筹集慈善资金超 600 万元，资助
各族困难学生2000余名，慰问孤寡
老人、退伍军人等500余人次，开展
无偿献血等公益活动百余场，团结
各族群众共建共享守望相助和谐
家园。

目前，贵港市已建立民族团
结进步协会联动共享协作机制，
通过示范创建、经验共享推动全
域提质增效，形成“以点带面、全
域覆盖”的生动局面，为建设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贡献
贵港经验。

（唐远全）

“商（协）会+民族团结”架起连心桥

近年来，忻城县紧扣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通过红色
教育、优化服务、共建共享等多维
手段，助力退役军人在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中展现
新风采。

以文化人，构建退役军人共有
精神家园。依托县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打造“红色影院”，精选《地道
战》《长津湖》等经典影片建立红色
影库；创新“观影+导学”模式，放
映前专题讲解影片历史背景。该
影院自五月中旬启用以来，已举办
3 场主题放映活动，覆盖退役军人
及家属 200 余人次，通过沉浸式观
影教育，让退役军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优化军人退役服务平台，提高
工作效率。建立退役军人事务“一

网通办”平台，在全县12个乡镇退役
军人服务站广泛推广。设立线下

“军人退役一件事”窗口，实现“一窗
受理、集成服务”，将办理时限压缩
至1个工作日内，服务退役军人35
人次，实现以高质量的退役军人事
务工作服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
质量发展。

强化共建共享，画好民族团结
同心圆。忻城县开展民族团结创建

“七进”工作，激励并引导退役军人
自发融入到宣传队伍中；组建退役
军人宣讲队，开展“退役军人进校
园”等教育宣传活动，覆盖人数超
3000 人次；组织 150 余人次积极参
与社区和村屯的治理行动，为乡村
振兴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
范区贡献智慧与力量。

（黄承剑 潘叶丽）

“橄榄绿”化作“石榴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