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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彩秋在百谷村召开“乡村夜话会”。 韦彩秋供图

▲廖远彬在界碑前给学生讲守护界碑的故事。 廖远彬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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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族 作 家
1994年 7月，廖远彬从南宁民族师范学校毕业被

分配到滩散小学当语文老师，兼任班主任和少先队大
队辅导员，从教 30多年来，他从老师、教导主任到校
长，风雨兼程，初心不改。

防城港市防城区陆地边境线长61.8公里，15个抵
边村里居住着壮、汉、苗、瑶、侗、京等民族。滩散地处中
越边境，是抵边村之一。滩散小学是一所国门学校，同
时也是一所半寄宿制完全小学。学生来自6个行政村，
其中瑶族学生占三分之一，其他的有壮、汉、京、侗等民
族。学校除了抓好教学质量，还特别注重素质教育。素
质教育以什么做为突破口？廖远彬锚定“界碑”这个爱
国主义特殊载体，立足边疆，打造边关特色要素。

一提到护界碑，廖远彬首先想到荣获“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的黄永腾，他是学校护界碑活动的总设计
师。在他的策划推动下，学校成功打造了“护界碑”这
一品牌项目。项目实施24年来，护界碑实践活动已成
为学校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室外课堂，是每一名
滩散小学学生的必修课。届届传承，代代守护，师生们
见证了以新旧界碑为标志的边境管控历史的变迁，也
筑牢了边境青少年的国防意识和爱国情怀。

廖远彬以校为家，担任校长后，更是致力于改变
学校硬件环境。学生做操的场地是教学楼西侧的空
地，一直以来都是泥土地，雨后泥泞，影响学生做操
和活动。2002年，廖远彬与村委和部分退休教师一
起动员社会贤达和爱心人士捐款一万多元，建成了
一个现代化的操场。之后，又经过不断努力，获得上
级党委、政府和教育部门的支持，建设一栋两千余平
方米的教学楼，学生宿舍、学生食堂、教师周转房等
配套设施也相继投入使用。现在，滩散小学有教学
班 14 个，学生 606 人，是一所比较靓丽的国门学校。
同时，学校还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在学校大门两侧悬
挂民族团结进步标语，校园内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方针、爱国诗词、仁义礼信廉雕塑以及民族
团结进步的宣传专栏，让学校的每一面墙、每一个宣
传专栏都会“开口说话”。

一面五星红旗，一面少先队旗，迎风招展，引领一
群小学生，朝着我国边境一侧的一座界碑，朝气勃勃地
行进。这个让人激情燃烧的剪影，在滩散小学通往中
国13462号界碑的道路上展现了24年！

24年，一届又一届的小学生毕业离校，一批又一
批的小学生接过国旗队旗。2014年，滩散小学获得

“防城港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2016年获
得“第三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称号。学校
把这些荣誉当作百尺竿头的起点，把民族团结进步
宣传教育和创建工作不断推向常态化、纵深化、特色
化、鲜活化。2020年 12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滩散
小学护碑小队的活动作了专题采访并在央视播出。
2022年，滩散小学荣获“第九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单位”称号。

如何守住这些荣誉，将活动持久地进行下去？廖
远彬常常想：必须不断创新，扩充和升华内涵，保持活
动的鲜活。为此，学校不定期邀请滩散边境派出所的
民警给同学们讲边境各民族守边固边兴边的故事，邀
请陆兰军一次又一次在界碑前或校园里讲述一家三代
几十年如一日守边护边的故事。同时，学校与村党支
部联合行动，组成了共产党员先锋护界碑队、共青团员
护界碑队、少先队员护界碑队。通过三队互动，增进了
党团队的密切关系，让少年更早更亲近地接触到党团
组织的体温，吸收更多的正能量。

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实践过程中，学校依
托多个少数民族聚居边境一线的特点，通过走出校门、
进村入户的形式，让学生体验各族民间传统文化、民风
民俗。每年“广西三月三”期间，廖远彬都要亲自带领
学生到高林瑶族新村或学校附近的壮族人家去，大家
一起制作五色糯米饭。各族学生欢聚一起，其乐融融，
感受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团结友爱。

为了扩大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的辐射
带动作用，廖远彬联合里火小学、范河小学、民生小学
和南里小学共同开展“童心向党·快乐成长”主题征文
活动，以及民族团结进步手抄报、民族故事、书法、绘画
作品征集评选等一系列活动。评选出来的手抄报和绘
画作品在各班级的学习园地展出。这些作品独具边地
特色，展现了党和国家兴边强边富民政策成效及守边

固边成果，以及新时代边境地区少年爱国爱边积极向
上的精神面貌，极大增强了边境各族少年的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民族文化与国防文化、红色边地文化的
交融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边境地区学生中，发挥着
文化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让各族学生在感受中认知，不
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

据不完全统计，滩散小学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单位等 11个国家级奖项，自治区级和市级几十项，从
滩散小学走出去成为大学生、研究生的就有 10多位。
真可谓硕果累累。校长廖远彬，也在 2024年荣获“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常言道，人往高处
走。廖远彬也曾有机会离开滩散小学到镇中心校或更
好的环境工作，但他都坦然放弃。他很真诚地说：“自
己深爱这片沃土，在生养自己的故乡，在自己的母校深
耕，力所能及地回报母校，回报乡村子弟，此生足矣。”

廖远彬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笃定初心，心甘情
愿地埋头于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脚踏实地、无怨无悔地
将一腔青春热血献给一届又一届的少年儿童学生，这
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课间休息时，我久久凝望廖远彬的侧影，他与天真
活泼的各族学生互动着，脸上洋溢着和蔼可亲的笑
容。看着他，我心中油然而生一股敬意。是啊，校园就
是沃土，耕耘其中，是教师人生最美的姿态。

（作者系本报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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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袤的乡村，有一群人，他们以大地为
纸，汗水为墨，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壮丽篇章。他
们就是奋斗在乡村振兴一线的驻村干部，用青
春和热血绘就了一幅幅生动的乡村画卷。

每天清晨，她推开村委办公楼那扇铁门，孩
子们叫她“书记阿姨”，老人们拉着她喝自家酿
的米酒。她是乡村振兴筑梦人，在百谷村这片
红土地上播种希望。她的梦很小，小到只想加
固江边的那条河堤；她的梦又很大，大得装下整
个村庄的未来。

她就是百色市田东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二级
主任科员、派驻田东县平马镇百谷村第一书记
韦彩秋。韦彩秋中等个头，衣着朴素，一头乌黑
的头发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精明干练。
认识韦彩秋是在四年前一个乡村振兴的工作会
上。那时，我所在的单位挂点帮扶田东县义圩
镇东冠村。年终，院党支部书记和我代表医院
去挂点村慰问本单位驻村干部，会上认识了同
去该村的驻村工作队员韦彩秋。在东冠村任职
结束后，她主动申请留任，被组织派驻到田东县
平马镇百谷村任第一书记。

百谷村位于田东县平马镇西郊右江河谷腹

地，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村庄，是壮族聚
居的革命老区村。土地革命时期，该村群众积
极参与革命活动，成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
军，建立了中共百谷村小组。全村 85户 131人
参加赤卫队和红军，69人编入红七军，9人参加
红七军长征北上，16位优秀儿女为中国革命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1929年 10月 20日，邓小平
从南宁率部溯右江而上，在百谷村附近的二牙
码头登陆，随后与张云逸发动了恩隆暴动，打响
了百色起义第一枪。

百谷村被称为“红军村”，到这个村任第一书
记，韦彩秋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从县城北部
边远山村，到县城中心附近的红色村庄，从工作队
员到第一书记，环境在变，角色也在变，但“建强村
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为民办事
服务”的乡村振兴驻村“四项职责”始终不变。

一个村的党支部就是一座战斗堡垒，只有
建强党组织，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保障。
韦彩秋到任后，第一时间查看村级党建材料，
了解党组织生活开展情况，对发现的问题督促
专人及时整改。在开展“三会一课”中，韦彩秋
率先垂范，每周做总结、每月学思想、每季讲党

课。她带领党员干部、群众代表走出去学先
进，利用村里的红军学校、红军陈列室等网红
打卡地，推进百谷村“党建+红色文旅”建设，
推动红色旅游发展，使红色文化扎根党员群众
心中。在她的引领下，百谷村基层党建工作越
来越规范。

“我在百谷村一个月碰到项目工程建设难
题，比在北部山区村几年碰到的困难还多。”这
是韦彩秋来到百谷村的深刻感受。作为全国红
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田东县近两年来统筹整
合各方资金3000余万元，在百谷村开展了27个
项目建设。建设过程中需要协调的事情很多，
但她从不喊苦喊累，对于违法建设阻碍项目施
工的，她按照程序该拆就拆；破坏步道护堤的，
她现场阻止态度坚决；村干部推进工作不力的，
她明确指出批评有度。她很“凶”，但群众却说
她是个好书记。

韦彩秋时常活跃在项目现场、田间地头，村
民很快就认识了这位新来的“韦书记”。百谷村
作为红色文化村庄，韦彩秋还带领大家做好各
级各类团体到访参观学习的协调服务工作。
2024年，全村接待访客 18000余人次。客人来
访多，带动村民们在家门口致富。团餐团建、应
季果蔬电商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农文旅相互融
合，促进了村民和村集体经济增收。

“乡村振兴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实实在
在为老百姓谋福利，让他们过上好日子。”韦
彩秋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她深入开展脱
贫户、监测人口遍访工作，详细了解每个家庭
的生产生活、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情况。入户
遍访时，她了解到脱贫户韦武克、韦炳莲两户
整户无劳动力，生活较困难，除了给他们享受
基础养老金、残疾人补贴之外，还针对他们家
庭实际，帮助他们申请实施“代种代养”，两户
各得到产业奖补 5000元。“韦书记经常来我家
问寒问暖，就像我的闺女一样。”韦武克逢人便

说。韦彩秋重视群众反映的问题或诉求，成为
群众的贴心人。“我们有啥问题都能及时反映，
很快就能得到解决。”村民黄大妈竖起拇指
道。在韦彩秋组织协调下，村内规划了停车
位，车辆停放有序；村里安装了太阳能路灯，照
亮了村民的回家路；篮球场修建了排水沟，雨
天不再积水。

驻村期间，韦彩秋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各项
工作，和村“两委”干部、驻村工作队员共同谋划
开展各项工作。百谷村通过核验保留了“自治
区五星级党组织”称号，先后获得“百色市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村”“百色市乡村治理示范村”等
称号。2023年韦彩秋荣获“全区2021—2022年
度优秀驻村工作队员”称号，2024年被授予“田
东县三八红旗手”称号。

在韦彩秋书记带领下，百谷村正朝着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目标稳步迈进。行走在村边宽阔的江滨路，
平静的右江缓缓流淌波光粼粼，村庄和楼房倒
映水中，一股和煦的江风拂面而来，把在树下纳
凉的村民吹得神清气爽。

任期结束，韦彩秋在告别会上深情地说：
“百谷村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棵草木都让我深深
留恋，难以忘怀。两年来，我们与村干村民同甘
共苦，收获了无数喜悦。回首往事，无论是日常
工作中的点滴，还是关键时刻的并肩作战，每一
次合作、每一次突破，都铭刻在我心中。那些深
入田间地头、芒乡夜话会场听取群众意见的时
光，将成为我人生中难忘的记忆……”

“韦书记再见！”“韦书记有空常回来看看。”
告别百谷村那天，村民自发来到村口，依依不舍
地挥手道别。

离开百谷村不久，韦彩秋这个“驻村专业
户”又辗转到田东县林逢镇民族村继任第一书
记，踏上筑梦新征程，续写乡村振兴新华章。

（作者系本报签约作家）

红土丹心 铁肩筑梦
——记巾帼驻村干部韦彩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