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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市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创新“文体旅+民族团结”融合发
展模式，进一步推动思想“融筑”、文化

“融汇”、交流“融洽”、发展“融合”，全力
唱好旅游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
深度交融的民族团结进步曲，以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聚焦思想“融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以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
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作为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
作的重要思想的具体行动，制定印发《梧州
市贯彻落实“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计划·桂在行动”实施方案》，并将其纳入全
年重点任务，做到民族工作与中心工作两手
抓、双促进。强化岭南文化和自然遗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数字化展示、时
代化表达、艺术化呈现，在“有形”上突出
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
形象。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以民族体育
精彩魅力为媒，持续擦亮“跟着赛事游梧
州”文体旅品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在“有感”上诠释各民族文化的融汇。
深入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通过做热一批抢
花炮、抛绣球等民族节庆活动品牌，引进落
地一批牵引性强、民族特色显著的文旅项
目，开发培育“六堡茶+旅游”“民族体育+
观光”“非遗+景区”等融合发展新模式，在

“有效”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聚焦文化“融汇”，构筑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依托本地特色文化资源，将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传承发展文化紧
密结合。用好梧州在广西党史上的“18个
第一”红色革命文化资源，推进大同酒店

旧址等重点文物保护修缮，做好“广西早
期革命发源地”纪念设施提升工作，以文
物实物、图文展示、多媒体沉浸式体验等
方式，讲述梧州各民族与其他地区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挖掘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内涵，以六堡茶制作技艺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为契
机，组织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非
遗传承实践活动，让各族群众在“看得见
摸得着”的中华文化熏陶中，增进文化认
同与文化自信。传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将民族文化与岭南文化、非遗文化等有机
整合，促进民族文化与特色文化交融，打

造 《青山永驻爱民心》 等具有本地特色的
文艺精品，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全面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聚焦交流“融洽”，推动各民族全方位
嵌入。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市77个公
共文化设施免费对各族群众开放，搭建各族
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平台。以创建一支文旅

“石榴红”服务队、培养一批文旅“石榴
籽”志愿者、培育一批“红石榴”讲解员、
创排一批“石榴花开”文艺精品为着力点，
依托全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
等公共文化阵地建设，持续开展“我们的中
国梦-文化进万家”“我们的节日”等活动超

700场次；组建“民族团结心连心”文艺宣
传小分队，开展“心连心”“结对子”“手拉
手”“一家亲”等民族联谊群众性交流活
动，丰富各民族群众精神生活，助力各民族
全方位互嵌式发展。积极策划该市品牌活
动，举办“梧现精彩 畅游三月三”文化旅游
宣传推广等活动，集合梧州文旅、美食、非
遗及广西“三月三”民俗体验等元素，邀请
各族群众盛装打扮，齐聚一堂，促进各族群
众深化友谊、增进对彼此的了解与认同。策
划组织“梧现精彩三月三”系列活动，开发
六堡茶韵游、岭南风情体验游、瑶族民俗游
等主题特色精品旅游路线，推出非遗主题、
红色研学等精品旅游路线，打造具有岭南文
化特色、民族团结特点的梧州文旅品牌，满
足各族群众的出游需求，让旅游成为不断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

聚焦发展“融合”，共享文旅产业融合
发展成果。坚持以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为目标，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文
体旅产业融合发展特色化。统筹推进文旅
产业发展，聚焦打造沉浸式、互动性强的
旅游体验，重点推进六堡茶古镇、黑石山
茶文旅综合体等茶文旅项目建设，开发

“茶旅+民宿+康养+研学”等新业态，使各
族群众从农村劳动力变成旅游从业者、受
益者。促进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培育民族
特色村寨、非遗研学旅游等特色优势，建
设长坪水韵瑶寨景区等国家 4A 级景区 15
个、夏宜醉美瑶乡景区等国家 3A级景区 22
个，还有一大批其他各具特色的景区景
点。推动“五市八县”组建环大瑶山康养
旅游联盟，合力打造区域性康养休闲旅游
目的地，吸引更多游客到民族地区旅游，
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梧州:创新“四融”工作法 推进旅游促“三交”

▲梧州市举办2025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文艺晚会。

□唐卓 唐林 覃园园 廖翔宇

民心共美，绘就精神家园同心圆。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来宾市将

“民心共美”理念贯穿始终，通过系统化、常态
化、社会化的宣传教育，全力构筑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在教育体系建设上，来宾市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干部教育、党
员教育、国民教育全链条，从党政干部到校园
学子，从城市社区到乡村基层，形成全方位、
多层次的教育矩阵。18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基地，不仅成为
理论学习的阵地，更通过丰富多样的实践活
动，让抽象的理论具象化、生动化。

在城市建设中，来宾市巧妙地将中华文
化符号融入公共文化设施、城市标志性建筑
和旅游景观。漫步来宾街头，从文化馆到高
铁站，从城市雕塑到景区标识，处处都能感受
到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浸润。在文化传承方
面，来宾市不遗余力地保护修缮忻城莫土司
衙署等文物古迹，让历史文脉得以延续。同
时，深度挖掘民族文化资源，打造“呗侬山歌”
等特色宣讲品牌，通过“象州姑娘”“贝侬山
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分众化、互
动化的社会宣传教育活动。年均举办各类活
动超2000场次，惠及群众近100万人次。

非遗传承工作同样成绩斐然，来宾市系
统收集整理瑶族黄泥鼓舞等 830项非物质文
化遗产相关资料，培育 203位非遗传承人，让
民族文化瑰宝薪火相传。文艺创作领域更是
硕果累累，《瑶族石牌令》《红石魂》等200多部
本土文艺精品登上舞台，斩获43个重要奖项，
其中5部作品入选广西艺术精品创作“百年百
项”重点扶持项目。金秀瑶族自治县荣获“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成为来宾民族文
化繁荣发展的生动注脚。

民富共美，拓宽幸福生活致富路。来宾

市始终将发展作为促进民族团结的根本途
径，坚持以强产业促发展，积极融入新发展格
局，全力构建“五千九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
育新质生产力，走出了一条具有来宾特色的
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在传统优势
产业方面，来宾市率先在广西推行糖业数字
化转型，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制糖及综
合利用产值达到 140亿元，2024榨季全市蔗
农人均种蔗收入超过 9650元，让甜蜜产业真
正成为富民产业。

农业品牌建设成果显著，15个产品入选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数量位居全区首
位。兴宾区凤凰镇获批创建国家产业强镇，
忻城县桑蚕产业成功打造自治区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农
业产业集群。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方面，来
宾市建立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对4万
余名监测对象实施精准帮扶，已有2.8万余人
成功消除风险。

2024年，来宾市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元大
关，同比增长5.1%，多项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
区前列。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5.2%
的增长，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致富之路越
走越宽广。这些成绩的取得，不仅增强了各
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更为民族团结进步
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民融共美，奏响交往交流交融协奏曲。
来宾市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重要
任务，通过举办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搭建起
各民族沟通交流的桥梁。承办21届广西青少
年机器人竞赛暨跨区域面向东盟国家青少年
机器人邀请赛，为各族青少年提供了科技交
流、增进友谊的平台；在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
建立“红石榴家园”便民服务场所，让搬迁群
众感受到家的温暖；每年举办的“广西三月

三·八桂嘉年华”——来宾市“来者上宾”系列
活动，更是成为展示民族风情、促进民族团结
的盛大节日。

此外，来宾市还通过举办劳务协作招聘
会、农文旅推介会、文艺演出、山歌会、体育比
赛、研学旅行、技能培训、志愿服务等各类活
动，推动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
式发展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计划走深走实。在政策制度保障方面，来宾
市推行“一站式”服务，实现城镇落户“零门
槛”，全面落实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政
策，构建“一街一站一市场”公共就业服务平
台，并成功入选全国第四批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试点。目前，全市拥有6个国家级、46
个自治区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及
教育基地，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样
本。

民寿共美，守护绿水青山生态城。来宾
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筑牢生态安
全屏障，守护各族群众的绿色家园。在生态
环境保护方面，来宾市坚决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PM2.5浓度、优良天数比例实现

“双达标”，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位
居全国前列，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

在绿色发展实践中，来宾市深入实施“碳
达峰十大行动”，积极推进低碳交通运输，大
力发展绿色低碳建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城市建设注重生态宜居，引水
入城，打造“桂中水域”；提升改造老旧小区和
背街小巷，让城市更有温度、更有品质。在乡
村振兴进程中，来宾市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成功破解传统村落保护与居民
改善生活条件之间的矛盾。

如今的来宾，生态环境优美，人居环境

宜人。2个县荣获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4个县获评“中国
长寿之乡”，246个行政村被命名为自治区级

“生态村”，23个乡镇被命名为自治区级“生
态乡镇”，22个“中国传统村落”“广西民族特
色村寨”纳入自治区财政支持范围。良好的
生态环境，已成为各族群众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

民睦共美，筑牢平安和谐稳定网。来宾
市将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作为重要保障，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建设平安来宾。在警务机制改革方面，来
宾市完善“巡防处”一体化警务机制，依法严
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常态
化推进扫黑除恶，坚决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
险隐患，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基层治理创新方面，来宾市累计培养
法律明白人 4720人，建成 917个人民调解委
员会，实现市、县、乡、村四级调解组织 100%
全覆盖。在全市813个村委（社区）配备“一村
一辅警”“一区一警两辅”778 人，覆盖率达
85.6%，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实现全覆盖，行
政村（社区）均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推进基层综治工作“一网通办”，
实现调解服务“零距离”。

来宾市创新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取
得显著成效。武宣县通挽镇乡村治理经验、
兴宾区毛塘村议事机制分别入选全国乡村治
理、全国基层治理典型案例，金秀瑶族自治县

《“四用”石牌律创新法治与民族区域自治相
融合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入选全国市县法治
建设典型案例。自建市以来，来宾市未发生
因处理涉及民族矛盾纠纷不当而引发的群体
性事件，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民族团结进步
营造了良好环境。

五美五创铸同心 来宾实践谱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