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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渠的建成不但巩固了国家统一，更促
进了中原文化沿着灵渠水路向岭南地区的广
泛传播。”在灵渠博物院内，参加活动人员驻足
文物展柜前，聆听讲解员借助文物讲述这条千
年古运河见证中原与岭南交流融合的故事。
这正是广西文化和旅游从业人员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的生动一幕。

6月30日至7月3日，由自治区民宗委、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文化和旅游从业
人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
（第一期）在桂林市举行。自治区民宗委、自
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相关业务处室，区直博物
馆，7个设区市民宗委（局）、文化和旅游行政
管理部门及市级、部分县级博物馆负责人，有

关景区负责人和导游员等 70 余人参加此次
活动。

活动主要采取专题授课、实地参观学习相
结合的形式。授课专家围绕“文博场馆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景区导游词
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旅游为媒促
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专题开展教学，从

“为何学、学什么、怎么做”三个维度，深入浅出
地阐释了文博场馆、旅游景区及讲解员、导游
员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融入日常
工作的必要性、主要方式及实践路径。参加活
动人员还前往桂林市博物馆、甑皮岩遗址博物
馆和灵渠博物院等地参观学习。丰富的展陈
与生动的讲解，让大家对中华文明、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和理解，也增强了今后结合自身工作开展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

据悉，此次活动是自治区民宗委牵头主
办的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
实践活动之一，分两期举行，第二期活动将于
7月15日至18日在桂林举行。自治区民宗委
下一步将活动覆盖人员扩展到“两新”组织各
类人员、基层教育工作者、媒体从业人员、党
外代表人士等，推动实现“培育一人、带动一
群、辐射一片”的社会效应，推动各族群众积
极投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
设。 （本报记者 马慧蓉 通讯员 欧彩芳）

广西举办文化和旅游从业人员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

7月3日，“典映中华”展阅品牌建设试点
工作首批建设点在广西财经学院图书馆正式
揭牌并对外开放，这是自今年1月14日国家
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印发《关
于做好“典映中华”展阅品牌试点建设的通
知》以来，广西开放的首个“典映中华”展阅品
牌建设试点工作建设点，标志着“典映中华”
展阅品牌建设试点工作正式落地见效。

作为自治区民宗委命名的广西首批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广西财经学
院此次打响试点工作的“第一枪”，旨在借助
高校这一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

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为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贡献
力量。

“典映中华”展阅品牌是集各民族古籍
阅读宣传、展览展示、研究利用、人才培养
等于一体的大众化传播平台。该品牌建设
试点工作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
理研究室具体指导，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按照增进共同性
的方向和突出“融”的导向，集中展示体现

“五个共同”理念的各类出版成果，讲好中

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在“典映中华”展阅品牌建设中，广西财

经学院等共建单位共筹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保护研究出版成果共1200种计1500册，为广
大师生学习、教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
化资源。下一步，广西将继续推进“典映中
华”展阅品牌建设试点工作，通过博物馆、档
案馆、图书馆、高等院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保护研究出版成果进学校、进乡村、进社
区、进机关，打造若干个有影响力的品牌综合
展、专题展，形成全国示范。

（黄誉琦 陈飞燕 廖 洁 何元凯）

“典映中华”展阅品牌建设首个试点揭牌开放

近年来，百色市右江区聚焦青少
年群体，坚持思想引领、平台共建、关
爱培养，构建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立体化培育体系，推动民族团
结理念深入青少年心中。

思想引领，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根基。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纳入中小学课堂、团课队课，通过

“石榴籽一家亲”主题团队课、青年理
论学习小组开展专题学习 300 余次。
结合学雷锋月、“五四”青年节等节点，
组织“学雷锋 树新风”“清明祭英烈”
等活动100余次。组建“青年讲师团”
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20余次，覆盖青
年 1000 余人。55 名“红领巾讲解员”
在百色起义纪念馆等红色地标开展讲
解368场，传承红色基因。

平台共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依托右江区丰富的教育资源，
推出科教、农文旅、红色教育、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4条“红石榴”青少
年交流研习路线，组织开展研学活动
53余次，引领青少年加深对家乡文化
的认知与理解。每年“广西三月三”期
间，通过舞狮、山歌对唱、非遗手工艺
制作等活动促进各族青少年互动，并
组织与西藏青少年共同体验非遗文
化，搭建跨区域交流平台。

关爱培养，赋能青少年健康成
长。组织 200 余名青年志愿者参与

“创城”问卷发放、大型志愿服务活动
300余次。开展“预防校园欺凌”法治
宣讲 20 余场次，覆盖学生 4000 人；引
领青少年助力高质量发展，组织 200
余名各级团干部积极参与“千万工程”
行动，动员团干部走向基层一线、干在
一线。积极组织200余名青年志愿者
开展“深入践行‘千万工程’，青春助力
乡村振兴”美化乡村活动 10 余场次，
以实际行动参与乡村振兴。

（王政撰 马庆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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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 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京族哈节
在东兴市江平镇氵万尾村
热闹启幕。本届哈节通
过民俗展演、文化交流、
现场互动等多元形式，吸
引各族群众与游客共同
参与。

氵万尾村街头张灯结
彩，身着靛蓝、绯色传统
服饰的京族男女老少穿
梭其间，锣鼓声、独弦琴
音 与 游 客 的 欢 笑 声 交
织。据活动组委会介绍，
本届哈节新增民族团结
主题活动、京岛夏季村晚
等环节，为古老节日注入
时代活力。

文化交融是此次活
动的一大亮点。7 月 4
日，京族博物馆举办“中
越独弦琴艺术交流音乐
会”，中越两国艺术家以
琴音为媒深化互鉴。作
为 中 越 共 有 的 特 色 乐
器，独弦琴被称为“一根
弦上的天籁”。活动邀
请中方国家级、省级非
遗 传 承 人 及 广 西 民 乐
团，与越方知名独弦琴

演奏家、民间艺人同台，联袂演奏《高山流
水》《过桥风吹》等经典曲目，赢得现场观众
阵阵掌声。

除了文化交流，哈节的“烟火气”同样浓
厚。非遗美食长桌宴上，京族风吹饼、鱼露、
虾籺等多民族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各族群众
围坐共餐、叙情谊；民俗文艺晚会中，各族同
胞登台献艺，《石榴花开海边山》等节目将现
场气氛推向高潮；传统渔业体验区里，游客
跟随京族渔民学习拉网、织网等技艺，感受

“靠海吃海”的生产智慧。
京族哈节不仅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载体，

更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近年来，
当地通过哈节等传统节庆，推动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与非遗保护深度融合，让“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的理念深入人心。

（陈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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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左！”钟山县花山民族学校绿
茵场上，四年级学生张立美与同伴踩着三人
板鞋健步如飞，这个曾因步调不一屡屡跌倒
的“三人组”，如今已能默契绕场一圈。她们
脚下整齐的步伐，正是钟山县探索“民族文化
共建”模式的生动注脚。

漫步在花山民族学校，高跷队的欢笑、绣
球的抛物线、铁环的叮当声交织在一起。学

校将踩高跷、抛绣球等
12 项民族体育纳入课程
体系，2024年以来开展打油茶、
民族体育运动会、参观民族团结进步馆
等活动20余场次，让960余名学子在共建共
学中触摸文化根脉。

钟山县职业技术学校的大礼堂内，李世
超与 50 余名同学正排练原创瑶族歌舞情景

剧。“通过参演这个剧目，我深刻感受到民族
智慧与匠心传承，更坚定了守护非遗的责任
与信念。”李世超说道。该校已连续九年举办
以“民族传承”为主题的油茶节、淘宝节，将瑶
绣技艺、非遗文化深度融入教学，在实践中厚
植共同体意识。

这些实践，正是钟山县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探索“民族文化共

建”模式的缩影。近年来，该县将传
统文化传承创新融入青少年教

育，探索出一条民族文化共建
共学的县域实践路径。今年
“广西三月三”期间，各校通

过山歌、竹竿舞、民族体育
比赛等活动推动文化传
承；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
中，30余所中小学开展主题
班会290余场，组织“石榴籽

小讲堂”送教，举办公益讲座、
同心读书等活动20余场。

校园里，板鞋竞速的节奏在操
场响起，瑶歌新唱的旋律在舞台回荡，

绣花针在指尖翻飞，团结情在心中生长。这
些特色教育实践不仅让民族文化焕发新生，
更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如春芽破土，
在青少年心中扎下深根。

（韦荣戊 黄开烨 何雪华/文、图）

7 月 7 日，由中国作家协会社联部主办，
广西作家协会、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承办的中
国作家“广西文学周”在南宁启动。多位国内
知名作家、编辑与来自全区各地的 50 多位广
西作家欢聚一堂，开启此次八桂文学之旅的
序章。

启动仪式结束后，举行“努力交出高质量
发展的广西文学新答卷”专题座谈会。多位国
内知名作家和区内作家代表在座谈会上分别

发言，共同探讨谋划“文学桂军”的未来。
中国作家“文学周”是中国作家协会服务

基层、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重要举措，是公共
文学服务的重要品牌。此次中国作家“广西文
学周”以“南风拂面 文润八桂”为主题，邀请9
位名家，开展共计15场活动。

接下来，将在防城港、河池、崇左三地分别
以“边海相逢处 笔墨共潮生”“山水诗情 文学
回响”“边关书香 对话友谊”为主题，开展文学

公开课、全民阅读、名家交流及基层调研等活
动，激发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热情，推动文
学与地域文化交融。

当天，作家们还深入广西现代文学馆调研。
此次文学周的举办，将进一步激发广西文

学创作潜力，激活文学创作氛围，推动广西作
家立足广西、放眼全国，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
胸怀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

（张新怡 唐子淇 陈金金）

中国作家“广西文学周”在南宁启动

钟山：民族文化绽光彩 共建共学促共融

▲学生练习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三人板鞋三人板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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