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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的金石拓片。 张新怡 摄

6 月 19 日至 20 日，广西宗教界人
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
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在陕西省延安市
举办。自治区五大宗教团体常委（常
务理事）以上人员和部分寺观教堂主
要教职人员等近40人参加。

在讲解老师的带领下，宗教界代表
人士先后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
革命旧址、凤凰山革命旧址，现场聆听

“延安窑洞里有马列主义”“白求恩与白
求恩精神”等课程，通过一件件珍贵文

物、一段段详实史料，感悟延安精神的
厚重底蕴；登上宝塔山，俯瞰延安城全
景，感受历史与现代的交融；走进梁家
河，追寻习近平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
月，体悟艰苦岁月中锤炼出的坚定信念
和为民情怀。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参观红色教育
基地、现场授课等形式，让宗教界人
士深刻体会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极大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
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认同。宗教界人士纷纷
表示，要牢记历史、饮水思源，厚植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基础，
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持续
探索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示范区和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创
新路径，积极引导宗教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为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稳定
贡献积极力量。

（李畊稻）

广西宗教界人士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在延安举办

近日，以桂黔交界大山深处的乌
英苗寨为样本创作的报告文学《新
声》，正式推出英、韩、越、印尼、老挝
等多语种版本对外发行，向世界讲述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民族
团结的生动故事。这部由侗族作家
杨仕芳创作的作品，以乌英苗寨的真
实蜕变为切口，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基层实践。

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党鸠村乌
英屯共145户700余人，户籍分属广西
和贵州两省（区），两地居民不断交往

交流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互嵌式发展格局。2020年，在自
治区民宗委、水利厅等单位及贵州省
协同支持下，这座传统村落启动“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苗寨不断发生
新变化。

2023 年，杨仕芳在深入桂黔交界
大山深处的乌英苗寨采访过程中，被
民族地区群众自强自立的精神深深打
动，在广西教育出版社协助下，出版了
报告文学作品《新声》。作品记载了在
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各方支持苗寨
妇女学习普通话、共同团结奋斗的经

历。从 2020 年 3 月开始，乌英苗寨开
办“我教妈妈讲普通话”培训班，为乌
英苗寨的妇女提供普通话、舞蹈、音乐
等培训课程。苗寨妇女在1300余天里
完成从语言学习到文化传承的跨越：
从最初连普通话都不会说，到如今能
朗诵诗词、记录生活，不仅带动苗寨移
风易俗、产业发展，还积极传播亮布、
芦笙等民族文化。

据悉，《新声》日文版、俄文版、哈
萨克斯坦文版正准备陆续出版，持续
扩大“中国故事”“中国经验”的影响
面。 （胡爱云）

让世界聆听广西民族团结故事“新声”
6 月 18 日，“元魏风华——北

朝石刻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
记忆金石拓片展”在南宁书画院
正式开展。活动由南宁市民宗
委、南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
合广西书法家协会、广西金石研
究会等单位主办。此次展览共展
出70余件金石拓片。观众可通过
金石拓片领略北朝石刻的独特魅
力与文化深蕴，感受中华文明多
元一体、兼容并蓄的艺术魅力。
展览将持续至7月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
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
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
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
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魏碑作为
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
中原文化结合的结晶，不仅是中
国书法艺术演进的重要阶段，其
石刻更是承载着独特的历史文化

价值与丰富的廉政文化基因，深
刻反映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

展览以挖掘、整理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为依据，以珍
贵的拓本文本为载体，充分展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要
理念。这些金石拓片不仅是中华各
民族之间互学互鉴的重要体现，也
见证了北方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
家庭的历史进程，为当下廉政文化
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

当天还举办了主题为“碑学
导读——二王之外，书法审美的
另一种可能”的学术讲座。

此次展览的举办，旨在增进
各族群众“五个认同”，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同时，也为金石文化爱
好者和研究学者搭建交流平台，
深化北朝石刻与廉政文化研究。

（温 惠）

北 朝 金 石 拓 片 展
演绎中华民族交融史

6月21日，灵山县境内的平陆运河
马道枢纽工程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
象，工程机械轰鸣，工人们紧张作业，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
干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西南地区
货物出海距离。相比经广州港出海，
平陆运河可减少内河航程560公里以

上，成为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的
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道。这一工
程不仅优化了广西的运输结构，还顺
应了全国“公转水”“铁转水”的运输趋
势，推动大宗货物和中长距离货物运
输向水运转移，促进铁水、公水、江海
等多式联运发展。

平陆运河的建设对广西及西南

地 区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意
义，将进一步增强区域互联互通能
力，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
能。随着工程的稳步推进，广西在
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的枢纽地位将更
加凸显，为深化中国—东盟合作提
供有力支撑。

（本报记者 黄 云/文、图）

平陆运河建设如火如荼

在桂西北的青山绿水间，凌
云县正以书香为笔、以阅读为媒，
书写各民族共筑同心圆的团结新
篇。该县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融入全民阅读实践，搭建各
民族共读共享平台，深化情感联
结，增进文化认同，推动形成各民
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的生动局面。

强保障，筑牢阅读阵地网络。
成立县委常委挂帅的全民阅读工
作领导小组，构建“宣传部+统战
部”双牵头、多部门联动机制，依托

“凌云读书会”整合资源、策划活
动。全县建成农家书屋、红湾书
屋、民族团结读书角等各类阵地
150 余处，实现 110 个行政村（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全覆盖，
打通文化浸润“最后一公里”。

创 载 体 ，线 上 线 下 融 合 赋
能。紧扣“世界读书日”“民族团
结进步宣传月”等节点，开展“凌
云读书会走进民族校园”“用眼睛
看世界，用读书看自己”等主题活
动；推广“壮志凌云”公众号、“超

星读书”小程序等线上平台，组建
5个读书分享群，吸引各族读者互
动交流。创新“走出去+请进来”
模式，与桂林图书馆、百色学院等
单位联合举办“温暖的写作”“阅
读与人生”等活动，同时，邀请区
内外名家分享多民族文化，让书
香跨越地域界限。目前，凌云读
书会已累计举办70余期。

树 典 型 ，激 发 全 民 参 与 热
情。培育阅读骨干122人，组建志
愿者队伍深入基层开展阅读推
广。评选书香家庭、阅读推广人
等先进典型。其中，下甲镇平怀
村农家书屋获评全国“最美农家
书屋”，另有12名个人获评百色市

“书香红城阅读推广人”，以榜样
力量带动全民阅读风尚。

书香氤氲处，民族团结花正
艳。凌云县将持续深化全民阅读
工程，让各族群众在共读共享中
凝聚价值共识，为建设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注入文化
力量。

（韦华尚）

凌云：书香浸润民族情

▲在灵山县境内拍摄的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工程建设现场。

近年来，南宁市良庆区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优化长者
饭堂、就业服务站、托育服务等民生工
程，推动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建设走深
走实。

长者饭堂惠民生。良庆区构建
“政府补贴+社会力量+医养融合”服务
模式，建成 10 家长者饭堂，覆盖良庆
镇、大沙田街道等区域，累计服务 9.3
万人次。饭堂推出“实惠套餐”“爱心
送餐”服务，为患病、独居老人提供专
属餐食。长者饭堂已成为促进邻里交
流、助力社区融合的平台。

就业服务到家门。联动企业、社
会组织，在蟠龙社区打造“家门口就
业服务站”。自启用以来，线上平台
吸引超 6100 家企业入驻，提供岗位
5000 余个，服务求职者近 1000 人次。
目前，城区正规划新增 2 至 3 个服务
站，升级“15 分钟就业服务圈”，打通
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以就业稳民
生、促发展。

托育服务暖民心。依托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设置民族研学、公益课堂等
多功能区，推动民族文化性与公共服
务性深度融合，打造“蟠点周末家庭

日”“2345公益课堂”等品牌活动，每周
开展亲子阅读、民俗文化互动等课
程。寒暑假期间，社区还为职工家庭
提供照护服务。社区现已开设公益课
程160余节，服务群众5200余人次，营
造了温馨和谐的社区氛围。

从舌尖到心间，从就业到育儿，良
庆区将民族团结理念融入公共服务，
用一件件民生实事共建共享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让各族群众在共建共
治中共享发展成果，书写了新时代“石
榴籽”故事的良庆篇章。

（良庆区委统战部）

良庆区：共建共享守望相助和谐家园

(上接第一版)
吴泽棵说，这次阅兵聚焦诠释

抗战胜利主题，注重抗战元素、历
史元素融入设计，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第一个是，传承抗战血脉。
参阅部队大多从具有抗战部队血
脉的单位中抽组，涵盖了八路军、
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等
抗战主力，充分反映人民军队艰苦
卓绝的抗战历程，反映红色基因的
历史传承。第二个是，崇尚功勋荣
誉。遴选我军抗战时期的功勋荣
誉旗帜，体现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
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建立的不朽功
绩，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
对功勋荣誉部队的始终铭记、对优
良传统作风的接续传承。第三个
是，重温历史经典。这次阅兵我们
抽组联合军乐团，演奏一些大家耳
熟能详的抗战经典曲目，专门设计

了阅兵专用标识等，让全国人民重
温抗战历史、感悟抗战精神，激励
人民军队誓死捍卫国家和民族尊
严。

今年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
维和行动 35 周年。吴泽棵表示，
今年阅兵将安排执行过维和任务
的部队参阅。民兵是我国武装力
量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解放
军的助手和后备力量。这次阅兵
将安排民兵方队参阅，这是民兵
首次参加以纪念抗战为主题的阅
兵活动。

据悉，这次阅兵将安排参加
过抗战的老战士、老同志、老民
兵、地方支前模范代表和抗战烈
士亲属代表，邀请国民党抗日老
兵，以及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
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到现
场观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