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7月11日

责任编辑: 刘 月 实习生：肖 宇 33广西民族报 民 族 宗 教 新 闻

▲舞蹈《苹果香》。 （邕宁区龙象社区供图）

走进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龙象社区，老年
人在活动中心挥毫泼墨，孩童在绘本区专注阅
读，清平路夜市飘来新疆烤肉的香气……这幅
各族群众共居共乐的生动画卷，正是龙象社区
以“思想同心链、服务暖心链、文化润心链”为
笔，绘就的互嵌式社区建设答卷。

思想互嵌“同心链”，凝聚家园向心力

“以前担心拆迁后没房住、难融入，现在大
事一起商量，环境又干净，住得特别舒心！”龙岗
村安置居民颜阿姨的这番话，道出了搬迁群众
的共同心声。

作为邕宁区首个大规模征地拆迁安置社
区，龙象社区常住人口 1.8万人中，搬迁群众占
比超 35%。为了让 6300 多名搬迁群众从“物
理安置”转向“心理融入”，社区构建“社区党总
支—小区党支部—党员中心户”三级网格体
系，将 9个楼栋划分为网格单元，选出 9名搬迁
群众担任网格员，形成“群众事群众议”的治理
模式。

“思想意识的真正融入，是各族群众开启新
生活篇章的首要前提。”龙象社区党总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颜桂凤说。自 2020 年成立以
来，社区通过支部联学、活动联办、治理联抓、发
展联议、服务联做“五联”工作机制与“15分钟
生活圈”建设，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开
展理论宣讲、义诊等活动 43场次，覆盖 7000余
人次，切实增强“五个认同”。社区群众从“担
心”到“舒心”，从“共居”到“同心”，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积极主动参与家园建设，形成共建
共享的良好氛围。

服务互嵌“暖心链”，织密便民保障网

龙象社区坚持以各族群众“搬得出、稳得
住、可发展、能致富”为目标，针对各族群众就业
难题，打造“蚕豆小站”就业服务平台，开展“民
族团结手拉手+N”订单式培训 50余期，培训超
3000人次。线上打造“亿社区”小程序并发布
岗位超 2.4万个，线下开设“邻家招聘”“临工部
落”等平台助力就业；创新实施“民族团结提振
夜市经济”项目，引进180余家商户，带动300余
名群众就业。

“社区帮协调场地，现在我带着同乡一起创
业。在这里，我感觉就像在家乡一样温暖。”新
疆籍居民杰力力·麦提喀斯木感激地说。

同时，社区深化“民呼我应快办”机制建设，
整合网格员、高校志愿者等力量，常态化开展维
稳调解、就学帮扶等“红石榴”志愿服务活动，用
一项项务实举措串联起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

文化互嵌“润心链”，奏响民族和谐曲

龙象社区构建“三阵地三载体”宣传矩阵，
依托“石榴花开”邻里之家等三大平台，实施“民
族团结+传统节日”润心工程、“民族团结+国际
交流”筑梦工程、“民族团结+非遗工坊”传承工
程，促进各族群众人心相聚、精神相依，构建各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今年端午节，龙象社区举办“浓情端午 粽
享时光”主题活动，通过“射五毒”、百发百“粽”
等传统游戏吸引各族群众参与。据统计，自社
区成立以来，已累计举办“民族团结一家亲”文
艺主题活动120余场、民族文化教育活动200余

场。社区还创新开展“留学生看中国”项目，邀
请非洲、东南亚留学生体验“广西三月三”等节
日。越南留学生小周在活动中感慨：“在这里，
我读懂了‘中华民族’的温暖重量。”

此外，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非遗传
承，社区发掘各族传统手艺人，挖掘创新蒲庙花
婆节、赛巧节等本土非遗文化，打造并推广具有
本土民族特色的“承芳社”品牌，并成立“承芳赛

巧”手工坊。
龙象社区以“三心链”构建互嵌式治理网

络，将各族群众紧密联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设的实践主体，生动诠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团结真谛。在这里，1.8万居民在共居中加深
了解，在共事中增进认同，在共乐中凝聚共识，
共同书写着“我家在龙象”的生动故事。

（邕宁区委统战部）

构建互嵌式社区的南宁实践——

龙象社区“三心链”托起1.8万居民的幸福生活

近年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黄金镇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党建引领、产业
带动、文化润心，推动各族群众在思想文化、经济
社会等方面多维度交融。

党建引领，汇聚民族团结力量。该镇打造
“党建+民族团结”品牌，建立镇党委班子成员联
系党支部制度，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
活动，深入村屯宣讲民族政策，覆盖党员群众
3000余人次。党员干部带头化解矛盾纠纷，健
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筑牢和谐稳定基石。

产业带动，夯实民族团结根基。产业发展是
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支撑。该镇做强传统优势
产业，糖料蔗种植面积超8000亩，发展螺蛳粉原
材料及食用菌产业，麻竹、豆角种植面积分别达
400余亩、300余亩，桑蚕产业突破万亩。全镇13
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355名脱贫群众增收，6
个脱贫村均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脱贫户
比例超30%。同时，引进企业投资建厂，提供就
业岗位200余个，拓宽增收渠道，坚持生态优先，
守护绿水青山，促进各族群众携手共进。

文化润心，系紧民族团结纽带。文化是连
接各民族的精神纽带。该镇依托党群服务中
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在节假日举办文艺
演出、敬老孝亲等活动9场，参与群众5000余人
次，推动各族群众互帮互助、互敬互爱。加强

“同心文化载体”建设，打造2个民族团结文化广
场、1个同心文化长廊，宣传民族政策，增强了各
族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推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黄 丽 卢 现）

7月5日，2025年广西“强基工程”文艺助力
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重点结对共建项目——
崇左市宁明县文联天琴弹唱培训班正式开班，
吸引了30余名天琴爱好者踊跃参与。

此次培训特邀天琴艺术家韦海洋担任导
师，围绕音乐理论、乐器构造、演奏技巧及曲目
实践等内容展开系统教学。课程中，学员们不
仅学习了音高、节拍、和声等基础乐理，更通过
指尖与琴弦的对话，深入感受天琴这一壮族非
遗瑰宝的文化魅力。

参训学员何金玲说：“这次培训课程让我收
获满满，我一定会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努
力提升自己的演奏水平，用天琴弹唱讲好宁明
故事。”

“天琴作为承载着宁明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的地方艺术瑰宝，此次培训旨在培养一批专业
天琴琴师，让天琴弹唱成为展示宁明历史、文
化、生态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进一步擦
亮花山文化品牌。”宁明县文联办公室主任左江
月表示，通过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各族群众在

共学共演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依，既增强文
化认同，又让这项古老艺术在互动中焕发新的
生命力。

此次天琴弹唱培训项目的开展，是广西“强

基工程”在文艺领域的生动实践，它不仅为宁明
县天琴文化传承培育了专业人才，也为基层精
神文明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民族文化元素。

（马永翔 丁刘懿/文、图）

7 月 5 日，融安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携手柳
州市技工学校，举办为期 2
天的“融桔工匠”茶艺公益
培训班，免费将专业茶艺知
识技能送到市民“家门口”，
旨在在提升市民茶艺素养、
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助力
增收，增强县域文化软实
力。

此次培训采用“理论讲
授+场景实操”模式，面向全
县茶艺爱好者免费开放。
课堂上，一位学员感慨：“以
前觉得泡茶简单，没想到学
问这么多！”老师耐心讲解
示范，从温杯洁具、投茶注
水，到闻香观色、分汤品茗，
手把手指导学员。学员们
认真聆听、积极练习，活动
室内茶香四溢，学习氛围热
烈。

据了解，作为“融桔工
匠”公益培训品牌建设的创
新延伸，本次茶艺培训有效
提升了劳动者专业技能。
自项目启动以来，融安县已
累计培育 400 余名复合型
技能人才，培训内容精准覆
盖金桔产业链关键环节，如
无人机植保、电商直播、短
视频营销、金桔标准化管
护、电商客服等。此次茶艺
培训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
新文化活力。

近年来，融安县着力打
造“融桔工匠”特色劳务品
牌，以精准化技能培训为乡
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通过深入调研产
业需求，为劳动者量身定制培训课程，让
技能培训与产业需求无缝对接。

该县人社局将持续深化品牌培育，
计划年内完成培养1000名金桔全产业链
技能人才目标。通过“产业需求精准定
位+技能培训精准赋能+就业创业精准对
接”模式，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赋能，助
力更多劳动者依靠技能增收致富，实现
产业与人才的协同发展。

（覃庆和 罗洁芳）

7月 3日，第三届民族地区优秀美术作品交
流展（南宁站）在南宁市群众艺术馆开幕。

作为南宁市“幸福嘹嘹啰”系列群众文化活
动之一，展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
心，汇聚广西、内蒙古、新疆、宁夏、西藏五个民
族地区的100幅美术作品，通过中国画、油画、水

彩画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展现各民族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画卷，推动民族地
区群众文化的繁荣发展。这些作品既有鲜明的
地域特色，又共同诠释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
刻内涵，让观众在艺术熏陶中感受文化认同的
力量。

此次展览活动由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呼和浩特市文化旅
游广电局、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山
南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7月12日，后续将在银川、
呼和浩特、喀什地区、山南市等地巡展。 （温 惠）

宁明：强基工程添活力 天琴培训奏同心

黄金镇：多维交融谱写民族团结新篇

百幅民族美术作品点亮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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