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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由自治区民宗委、广西大学主办，
西大君武小学承办的2025年“各族青少年交流计
划·桂在行动”主题活动（第四期）暨“籽籽同心·
石榴筑梦”民族团结同心营在南宁市举行开营仪
式。广西大学党委副书记宁旭初、自治区民宗委
二级巡视员吴汉时出席开营仪式。

来自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民族实验学校、
贵港市平南县平南街道中心小学、河池市金城江
区第三小学、崇左市江州区第一小学，以及南宁
市西乡塘区西大君武小学 5 所学校的 60 余名各
民族师生组成的民族团结同心营，他们手拉手、
心连心，一起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在
夏天体验不一样的研学营风情。大家纷纷表
示，会珍惜此次机会，全身心投入夏令营活动当

中，在研学中接受历史和文化的熏陶，在体验中
提升技能和知识水平，争做一粒发光、发热、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青春贡献的“小小石
榴籽”。

据了解，此次夏令营活动为期5天，将赴广西
大学、广西烈士陵园（广西革命纪念馆）、广西国
际壮医医院、广西民族博物馆、南宁市“三街两
巷”文化街区等场所参观研学，旨在通过开展学
唱山歌、制作美食、篝火晚会、故事分享等形式多
样的交流活动，促进广西各族青少年跨区域交
流，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牢固树立“四个
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示范区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本报记者 罗添 实习生 韦雯岚）

6月 28 日，澳门爱国教育总会、桂林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基地共建“爱国事业
基地”在桂林正式揭牌。该基地旨在以“红色基
因”联培计划为纽带，深化桂澳两地爱国主义教
育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设。

仪式现场，与会领导、嘉宾及各族青少年代表
齐声高唱国歌，礼迎2024年天安门广场退役的国
旗，以庄严仪式厚植家国情怀，激发爱国热情。

基地将依托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与桂林
红色文化资源，构建“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三
位一体教育体系。通过打造澳门馆为载体，规划

“赤子丹心”“琴澳一体化”等8大主题模块，系统
展现桂澳在爱国教育、研学教育、产业合作领域的

创新成果，推动桂澳在红色研学教育、中医药大健
康、国际文旅融合等领域深度联动，探索“教育引
领+文化赋能+产业反哺”可持续发展模式。

作为澳门首个与内地共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爱国事业基地”，此举不仅开创了“一国
两制”地区与民族地区联动合作的崭新模式，也为
区域经济与文化融合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示范样
板。

未来，桂澳两地将继续深化合作，在爱国主义
教育、民族文化交流等领域携手并进。双方计划
陆续开展一系列爱国系列精品研学项目与区域产
业协同发展实践项目，进一步传播民族团结理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何雁容）

6月28—29日，贵港市委宣传部、广
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贵港市
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在贵港市博物馆举
办“桂林郡探源与贵港历史地理”学术研
讨会。

贵港作为秦代岭南三郡之一桂林郡的
郡治所在地，承载着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
交流互鉴的深厚历史。该遗址出土的文物
风格融合中原和岭南的特色，体现了各民
族文化交融印记。

研讨会上，30 余名专家学者围绕
“桂林郡探源”“贵港历史地理演变”
“民族交融与文化遗产保护”等议题展

开深度对话，进一步深化桂林郡探源研
究。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
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近年来，贵港
市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
承工作，积极打造桂林郡治遗址公园，推
动文化遗产保护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深度融合。通过深化历史文化研究，贵
港正着力将文化遗产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鲜活教材，引导各族群众在
追溯千年文脉中增强文化认同，构筑各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

（高 特）

7月1日，随着D580次、G3438次列车分别
从东兴站鸣笛启程，防城港（东兴）至西安北、广
州南跨省直达动车成功首发。这两条纵贯南北
的铁路动脉，以“朝发夕至”的速度重构区域连
接，更以“车通人和”的温情勾勒出民族团结与
区域协作的新图景。

铁轨为笔，绘就山海同心圆。东兴市作为
中越边境口岸城市，首次实现与贵州、四川、陕
西、广东等省市的高铁直通，极大促进了防城港
市与成渝经济圈、粤港澳大湾区及陕贵川等地
经贸往来、旅游交往和人文交流，为加快构建具
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提供便捷的出行

条件。
车轮为媒，奏响融合发展曲。列车飞驰

间，沿线站点化作流动的民族文博馆：京族哈
节服饰与西安兵马俑文创在餐车交汇，壮锦
纹样与苗银饰品随旅客镜头传播。更值得关

注的是产业要素实现双向奔赴，如越南橡胶
经防城港中转成为西安轮胎原料，大湾区技
术引入边贸加工区，助力边境各族群众家门
口就业。

民生为基，共筑团结幸福路。这两条“钢铁

连心路”承载的不仅是客流与物流，更是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深情厚谊。当京族阿婆首次乘
高铁探访古都西安，广州创客带着跨境电商项
目扎根防城港考察边贸，西安的学生跟着防城
港非遗传承人学独弦琴……一个个鲜活故事正
印证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时代内涵，是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鲜活的实践。

银龙跨山海，同心向未来。防城港（东兴）
跨省动车组正以高效联通为纽带，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民族工作创新实践注
入强劲动能。

（陈伟才）

6月27日，一场以“推进中华民族共
同体建设视域下的灵渠研究”为主题的座
谈会在广西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由兴安县
与广西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围绕灵渠的历
史价值、文化意义及当代传承展开探讨。

灵渠，这条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
的人工运河，恰似一部镌刻在大地上的民
族交融史诗。“我们正以申遗为契机，整
合文旅资源、深挖历史价值，让这条流淌
两千年的运河‘活’起来。通过此次与广
西师范大学的合作，推动灵渠文化和旅游
产业的深度融合，为兴安县的经济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
红华说道。

近年来，从灵渠博物院建设到“灵渠
人家”文旅品牌打造，兴安正以实际行动
擦亮这张“文化名片”，让千年运河成为
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课堂，构筑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灵渠作为古代中国南北交通的重要

通道，不仅是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更是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广
西师范大学校长、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
院长孙杰远教授表示，在新时代背景下，
加强对灵渠的研究，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具有重要意义。

在学术研讨环节，与会专家学者围绕
灵渠文化保护、开发、研究等方面展开了
交流。

双方将持续挖掘灵渠的文化内涵，围
绕灵渠文化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
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共同推动灵渠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张超威）

6月23日至27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副院长、教授陈鹏率 21 名师生到来宾市开展

“从多元一体格局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习调研。
师生们先后深入忻城县、象州县和金秀瑶族

自治县，实地走访大夫第壮锦织锦技艺基地、郑小
谷故居、瑶族博物馆等，感受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
交融的生动实践，体悟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及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

在象州县妙皇乡思高村，中央民族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本科生党支部与象州县妙皇乡思高村党
总支部开展“党建强基固堡垒，民族团结促振兴”

联建活动，一同重温入党誓词，相互介绍校地发展
情况，并围绕特色农产品品牌策划和宣传、文化资
源挖掘等展开讨论。

从壮锦非遗工坊到瑶族博物馆，从党建联建
现场到乡村振兴一线，中央民大师生以实践诠释

“多元一体”的深刻内涵。师生们将通过本次活动
深化联结，充分发挥高校智力与人才优势，在民族
文化传承、基层党建创新、乡村振兴实践等方面与
来宾市加强合作，共同探索校地融合发展新路
径。这场跨越校地的双向奔赴，正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写下生动的时代注脚。

（刘芷毓）

7月1日，宁明县开展“忠诚担使命，携手护边疆”主题党日活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党员们通过界碑清理描红、重温入党誓词等活
动，强化守边固边责任意识，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图为党员干部在
擦拭界碑。 （周贻刚 廖世丽 赵连慧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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