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漓水象山”唱响民族团结的时代赞歌
——— 象山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综述

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和

历史文化名城，这里不仅有山水风光、

人文景观，还有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也

令人迷恋。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活

着 50 多个少数民族。他们和汉族群众

共同生活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欢乐的民

族大家庭。

象山区是桂林的中心城区， 2014

年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

广西唯一率先获评该荣誉的城区。象山

区是多民族聚居区，有汉、壮、瑶、

回、苗等 41 个民族，少数民族 3 .2 万

人，辖区各民族同胞和睦相处、手足相

亲、守望相助，共同书写了各民族“谁

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动篇

章。

近年来，该区持续巩固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成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根本方向，不断加强党对民族工作

的领导和核心作用，以做好城市民族工

作为重点，用最优的服务聚人心，通过文

化浸润打底色，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持续提升，彰显出桂林国

际旅游胜地开放、包容、融合、和谐的

城市宜居气质。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建毅(中左)，象山区委书记唐小忠(中右)与辖区各族儿童一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象山区南门街道办事处获第七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图为办事处
各族群众欢庆挂牌仪式。

▲象山区第六届小学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上，身着各色民族服装的孩子们跑操入场。

▲象山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联络站里，机关
干部与各族群众开展“共尝一碗拉面”活动。

□本报记者张苑 通讯员李怡慧

建立长效机制，铺牢民族团结基石

近年来，象山区率先构建了“党委政府重视、职能
部门牵头、相关部门联动、广大群众参与、各族同胞融
入”的城市民族工作新格局。通过进一步完善领导机
制、财政投入机制、“三支队伍”机制、联动服务机制
等“四项机制”，形成了民族工作强大合力。

该区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列入了区委、区政府
的重要工作，常委会、常务会定期研究民族工作，中心
组定期学习党的民族政策法规。新一轮机构改革中，继
续将民族宗教局独立设置为政府职能局，用了全区机构
改革唯一的自主设置机构指标，明确了民族团结创建工
作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同时，建立和完
善民族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民族工作监督考核制度，
区、街道、社区有专职工作人员，形成了民族工作三级
网络联动的长效机制。

从 2014 年开始，区政府设立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活动经费、民族政策法规宣传教育经费、民族关系监测
评估处置机制建设经费、民族团结心连心联谊及慰问经
费等。多方筹措资金 400 余万元专项用于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率先在全市建成街道少数民族活动中心 1 个，
社区民族之家 7 个，民族事务咨询服务窗口 29 个，外
来流动少数民族人口服务管理联络站 2 个，民族诗社 1
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党支部 2 个。

不断完善“三支队伍”建设，把城市民族工作触角
延伸到社会最细微的“毛细血管”，积极发挥队伍的作
用，通过组织调研走访、召开议事座谈会，积极为政府
决策和民族工作建言献策。同时，还明确了 18 个政府
职能部门为民族工作成员单位，建立了警务联动、商务
联动、劳保联动、教育联动、民政联动等机制，联通了
服务少数民族群众的每一个关节。

深入摸清底数，服务管理精准到位

如今，走在象山的大街小巷，时常可看到各民族亲
如一家的动人画面：在热合曼新疆美食城，社区干部、
城管队员正在手把手指导维族经营业主申请开通美团业
务，每年春节和壮族“三月三”期间，在店里举行的民
族美食分享活动成了周边各族群众最期待的聚会；外来
的仫佬族同胞在社区干部的帮助下，在城市扎根开起了
美发店；新冠疫情期间，在桂经营兰州拉面的西北穆斯
林朋友第一时间来到象山区政府，捐出他们自发筹集的
爱心款物两万余元……这些，都是发生在象山区外来少
数民族同胞身上的真实故事，展现了该区各民族群众和
睦相处、和衷共济的良好社会环境。

近年来，象山区立足城市民族工作重点，突出做好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把发展落实到改善民生
上，落实到惠及当地上，落实到增进团结上。

城市民族工作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就是摸清流动少
数民族人口底数，有针对性地做好服务与管理。为准确
了解辖区少数民族人口特别是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
本情况，该区从统计、公安、社区、宗教活动场所“四
个渠道”掌握基本数据，做到了对少数民族服务对象来
源地清、民族成分清、暂住地清、从事职业清、宗教生
活清，增强了服务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5 年来，
累计协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租赁房屋 295 人次、设置
临时经营疏导点 20 个、举办就业培训 1360 人次，慰
问贫困少数民族家庭 120 户，真正让他们进得来、留
得住、能融入、有发展，成为安居乐业的“新象山

人”。

各族群众满意，民族工作的最大成就

“社区干部和居民们对我的关心，这辈子都难以
报答。”采访中，象山区民族社区瑶族居民李女士脸
上写满了感激之情。李女士告诉记者，她和丈夫都是
残疾人，没有工作，女儿还在上初中，加上母亲有
病，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在社区居委会的帮助下，她
7 年前经营起了一家报刊亭。“社区干部主动帮我办
好经营手续，还经常来看望慰问我母亲，并买衣服送
给我女儿。许多居民都对我们很好，经常来照顾我们
的生意，我们有需要他们也会尽量帮忙。”她一边擦
眼泪，一边说。

象山区将民族工作立足于最基层的乡镇(街道)、
村(社区)，实现创建工作覆盖率 100% 。辖区南门街
道办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基层党建、城市管理和社
会治理“三结合”，创新建立“一卡、二簿、三联
手、四经常”服务方式；平山街道办积极探索并建立
微组织、设立微窗口、搭建微平台、探索微课堂的
“四微”民族服务工作法，架起了政府与各族群众的
连心桥；象山街道办充分发挥辖区宗教活动场所窗口
服务功能，掌握了服务外来流动少数民族人口的主动
权；二塘乡以民族工作促“双文明”建设，乡村文明
软实力得到提升，一批民族文旅产业项目全新绽放。

5 年来，辖区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 80%
以上：新增劳动就业两万多人次，少数民族人员占比
10% 以上；提前 3 年获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区，在全市率先实现了外来流动少数民族子女“零门
槛”入学，解决入学入园学位 100 多个；居民健康档
案建档率达 81 . 03%，免费为少数民族群众健康体检
18000 人次；“两路两桥”完成改造通车，新一批无物
业管理小区和城中村完成改造，新增 4 个自然村自来
水工程，办理群众“金点子” 600 余件……城乡人居
环境不断改善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自治区排名实
现历史性突破。一件件实事兑现了象山区委、区政府
对各族人民的“幸福象山”最美承诺。

文化凝聚各民族，共居共乐共学一家亲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爱我中华，

爱我中华……”——— 每年的壮族“三月三”，象山
区都会举办一系列民俗文化节庆活动。文化节上，
壮族山歌擂台赛、民族趣味竞技赛、民族服饰大
赛、民族书画展、民族团结摄影展、民族文艺汇
演、群众百家宴、民间民俗百工展示等活动吸引了
众多市民和游客的参与，大家一起编草鞋、剪纸、
绣绣球、蜡染、打油茶，体验少数民族风俗、风
物、历史、文化，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其乐融
融。

该区雅俗共赏的民族文化从大剧院走向了小社
区，既有“阳春白雪”的高雅更有“下里巴人”的
亲民。“象山水月”、壮族“三月三”文化品牌持
续唱响民族文化主旋律，多部少数民族元素原创作
品连年获奖，青少年赛马、车模等全国体育赛事落
户象山。 70 支社区(村)文艺队、 45 个戏曲活动校
(村)、 15 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示范校、 6 届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 300 场次民族民俗活动，把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植百姓心
中。

走进象山区回民小学，设计精美的民族风情浮
雕墙、民族节日文化墙、广西 12 个世居少数民族文
化长廊多角度、全方位地向孩子们展示民族文化。
不仅如此，该校的民族文化展厅集中展示了学生们
的各种民族手工艺作品，少数民族体育运动大课间
活动、《含英咀华》民族校本课程都已经成为学校
最亮丽的办学特色。在象山区各中小学，各校将民
族团结创建与办学特色有机结合，中华经典诵读、
中华剪纸、中华戏曲、二十四节气……百花齐放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孩子们打好了人生底色。

围绕“三区统筹”战略部署，象山区成功打造了
以侗民族文化为特色的侗情水庄景区，以非遗传承为
特色的特色文旅小镇瓦窑小镇，成功运作了伊斯兰国
际大饭店项目，其中，侗情水庄被命名为我市首个民
族文化传承基地，年游客接待量突破百万人次，瓦窑
小镇获评自治区文化产业示范园，形成了“民族文化
搭台，地方经济唱戏”的良好局面。

在城南这片沃土上，象山区沿创建之路探索出了
民族团结进步“象山样板”，绘就了一幅幅各民族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美好画卷，唱响
了一曲“漓水象山”民族团结的时代赞歌。

（本版图片均由象山区委宣传部提供）

▲ 2020 年 6 月，辖区崇善清真寺被命名为自治区宗教界首批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图为清真寺积极宣传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各族同胞共庆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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