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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吃百家宴、纳百家福、

成百家事、享百年寿，“村
晚 ” 拿 出 了 侗 族 待 客 的 最
高 礼 仪 —— 百 家 宴 招 待 嘉
宾 来 客 。 侗 家 油 茶 、 侗 族
腊 味 、 酸 鱼 、 酸 鸭 、 酸 萝
卜 、 酸 辣 椒 等 特 色 风 味 菜
肴 让 宾 客 们 大 快 朵 颐 。 侗
寨 内 沿 途 还 有 南 瓜 酥 、 红
薯酥等侗族特色油炸食品供
路过的客人品尝。

热闹喜庆的“村晚”吸
引了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的研学团队。哈尔滨工业大
学附属中学校的高一学生王
思迪说，此行和她一起来柳
的有当地三所中学的 30 多名
同学，她们此前游览了柳州
工业博物馆、柳侯祠等景区
景点。这次来三江，是她和
同学们第一次过南方小年。

“原来柳州不只工业强、山
水美、柳州螺蛳粉好吃，竟
还有这么有意思的少数民族
风情，柳州真是个‘宝藏城
市’。”王思迪说。

乡土味：
一场属于山乡的文艺盛会

当天的程阳八寨景区，
风雨桥里、鼓楼坪、戏台上，
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群众文艺
节目轮番上演。

侗族琵琶歌、毛南族民
歌、京族打击乐、瑶族长鼓
舞……“村晚”邀请了广西
各地的 22 支群众文艺队伍参
与主会场的展演，包括其他
地区的壮、苗、瑶等各族群
众，他们把当地特色文艺节
目 带 到 程 阳 八 寨 景 区 “ 月
也”做客。

“得知要在自己的家门
口办‘村晚’，当地群众都积
极找我报名参演。”“村晚”
主会场活动副导演、三江侗
族自治县文化馆馆长石妮妮
说，除了林溪镇程阳八个寨
子的村民，老堡乡老巴村、
独峒镇唐朝村的村民和县城
的文艺爱好者都加入进来，
用一个个精彩的节目展现他
们的美好生活。

在自家担“主角”，人人

都是“民星”，“村晚”主会
场展演有超过 1000 名村民群
众参与。

61 岁的自治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覃丽安和队
员带来了壮族扁担舞 《壮家
扁担会唱歌》。“我们演绎的
就 是 农 家 常 见 的 挑 水 、 舂
米、插秧、收割、打谷等劳
作场景。”覃丽安介绍，壮族
扁担舞明快而紧凑，动作刚
劲有力。如今她虽已退休，
但仍会走进高校、社区教授
壮族扁担舞的演跳技巧，能
来到“村晚”现场她很开心。

载歌载舞庆新春，欢乐
侗年在布央。全国春节“村
晚”暨“春到万家”群众文
化分会场活动设在布央仙人
山景区，举行芦笙比响、吃
刨汤、民族文化展演、欢聚
火塘“坐妹”等系列活动。

家住三江侗族自治县八
江镇布央村金竹屯的吴善勇
就是参与分会场演出的表演
者之一。当天下午，由该屯
40 多名居民组成的文艺队带
来琵琶弹唱 《侗家日子节节
高》 和快板说唱 《村规民约
促和谐》的表演。

吴善勇说，参演的同乡
中年纪最大的有 60 多岁，最
小的 20 岁出头。年纪大的表
演者和他一样，白天务农；外
出务工的年轻表演者特地请假
返乡，乡亲们心往一处想，只
为一同把节目排练好。大家相
约每天晚饭后到村里的火塘集
中排练，每天排练近 2 小时，
一练就是半个月。

“这么多客人来到村头
看我们弹琴唱歌，我们非常
荣幸，一定要拿出最好的表
演！”吴善勇兴奋地说。

文化味：
一次底蕴厚重的非遗之旅

当天的程阳八寨景区里
人潮涌动，村民们正忙着舂
糍粑、打油茶、包粽子、炸
油果、做五色糯米饭。在一
派热闹喜庆的氛围中，一声
声“邦、邦”的敲击声引起
游客关注。原来，这是两名
侗族妇女正用木槌敲击平铺

在石板上的侗布。
一旁的三江侗族服饰制

作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吴双
林告诉大家，这是侗族服饰
制 作 的 十 八 道 工 序 中 的 一
种 ， 名 叫 捶 亮 布 。 经 过 捶
打 ， 侗 布 能 够 变 得 光 滑 发
亮，这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
制作技艺，体现的是少数民
族群众的勤劳智慧。记者发
现，“村晚”现场的非遗技艺
还远不止这一项。

侗族吉祥花是侗族挂饰
的一种，寓意着幸福平安，
常悬挂在风雨桥、鼓楼、戏
台等公共建筑物中。绣娘苏
冬菊身着侗族服饰，戴上五
颜六色的吉祥花在桥上欢迎
嘉宾来客，成为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

“我们提前一个月开始
制 作 这 些 要 展 出 的 手 工 艺
品。”苏冬菊是百色人，2008
年嫁进寨子后，在耳濡目染
中对侗族吉祥花产生了浓厚
兴趣，如今她师从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
晓娟，学习侗族吉祥花制作
技艺。桥上，还有绣娘现场
手 绣 幸 福 花 等 图 腾 ， 展 现

“指尖上的技艺”。
此外，侗族木构建筑营

造 、 侗 族 大 歌 、 侗 戏 、 多
耶 、 侗 族 琵 琶 歌 等 非 遗 项
目，为这场在山乡之间举办
的“村晚”营造浓厚的文化
氛围。

本次活动虽叫“村晚”，
却为不同地域、不同国籍的
人们提供了文化交流平台，
成为国际友人了解中国春节
文化的一扇窗口，向世界展
示独具特色的中国乡村春节
民俗风采。

热闹喜庆的“村晚”吸
引了在广西工作的外籍友人慕
名前来，沉浸式体验一把“中
国春节”的丰富内涵。外籍友
人弗拉德是一名短视频博主，
他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参
加少数民族风情如此浓郁的活
动、体验少见的非遗项目。美
好山乡的人文风貌通过他的
镜头记录，走进海内外万千
观众的视野。
全媒体记者 韦苏玲 宋美玲

好日子放在歌里过 美好山乡幸福甜蜜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灵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把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
置，对新时代文化建设进行系统谋
划、对各方面工作作出战略部署。这
些重要部署要求，明确了新时代文化
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为推进文
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全面指引。

踏上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更
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不断开创
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
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
文化条件。

正本清源 举旗定向

2023年金秋，全国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
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
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
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
重要的工作。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始终在习近平
总书记心中占有重要位置。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之
密 集 、 作 出 的 决 策 部 署 之 全 面 ，
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之丰富、系统、
深刻，在党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从 2018年 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
工作会议上用“九个坚持”高度概
括我们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
认识，到2022年10月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从五个方面重点部署文化建
设工作；从 2023年 6月在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文化建设方面的

“十四个强调”，到对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七个着
力”的要求……举旗定向、谋篇布
局，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习近平
总书记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
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
刻变化的趋势，提出了一系列新思
想新观点新论断，帮助我们深入领
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党和国家工
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突出作用。

从党长期执政的高度看，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

2013年 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
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
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
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
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
党人继续作出回答。做好意识形态
工作，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要放到
这个大背景下来认识。”

意识形态关乎旗帜道路。新时
代以来，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
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
制度，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
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
思想舆论，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
体系，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
性、根本性转变。这充分说明，只
有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的全面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才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和道路前进。

从强国建设的要求看，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2023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
班式上强调，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
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重
点领域安全。

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和较量具

有长期性复杂性，面临的风险和挑
战不容忽视。这就要求我们增强忧
患意识，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以更
有力的举措、更有效的手段做好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

当前，互联网是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的主阵地，网络已是意识形态
斗争的最前沿。必须把网上舆论工
作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中之
重来抓，不断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
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

从民族复兴的目标看，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
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
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
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主体性
的重要讲话，发人深省。

14 亿多中国人民凝聚力这么
强，就是因为我们拥有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化、中华精神。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进程，必然是全体中华儿
女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过程。要
发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统一思想、
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积极引导宗
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找到最
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实现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明体达用 体用贯通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
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
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认识文化对于振奋民族精神、
维系国家认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的全面发展等的重要作用，把
文化建设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

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

的新认识——
着力夯实全民族全社会思想道

德基础，强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
展、融入日常生活”，提出“广泛开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
教育”，筑牢理想信念根基；

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指出
“ 加 快 构 建 中 国 特 色 哲 学 社 会 科
学”，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
有力支撑；

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
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提出

“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
阐发”“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着眼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要求“把创作生产优秀
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健
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激
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
一系列重大创新理论不断丰富

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
供根本遵循。

这是高度的历史自信、文化自
信——

2016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创造性将文化自信纳入“四个自信”。

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
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强调要善
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
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
化价值的高度信心……在习近平
总 书记心中，文化自信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
沉、最持久的力量。

坚定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
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原创性贡

献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论述，阐明了文化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深层支
撑作用，揭示了文化自信对国家和
民族的特殊重要性，极大拓展了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
视野、文化视野。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
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
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
体用贯通，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
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
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思想武器 行动指南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问
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
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崛起，都以
文化创新和文明进步为先导和基
础。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
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
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
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
路——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四年新年
贺词中指出：“泱泱中华，历史何其
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
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
民族进步的力量。

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立足中
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
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

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
上的独立自主。

秉持开放包容，不断提升中华
文化影响力——

2023年 5月，中国－中亚峰会
在西安举行。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
丽媛在大唐芙蓉园，欢迎远道而来
的五国元首夫妇。

明快有力的古代佾舞、绚丽婀
娜的芙蓉花舞……紫云楼前，一场
大度雍容、如梦如幻的唐朝传统迎
宾礼，展现出中华文化包容四海、
兼纳百川的精神风貌。

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
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
文明交流、互学互鉴。越是走近世
界舞台中央，越需要全面提升国际
传播效能，彰显中华文化影响力，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坚持守正创新，增强实现民族
复兴的精神力量——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
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
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宣传
文化部门要强化政治担当，勇于改
革创新，敢于善于斗争，不断开创
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面向未来，要努力打造一支政
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
打胜仗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
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
媒体传播格局，发展壮大主流价
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激发全
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新时代新征程，新气象新作为。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

们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更好担负
起新的文化使命，一定能在实践创
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
实现文化进步。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开创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列述评之十二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沈冉） 1月
25日，市生态环境局与自治区环科院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这标志着两家单位将
继续在夯实现有交流合作的基础上，进
一步深化和拓展合作领域，形成生态文
明建设的合力。

据了解，双方合作内容包括气候
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大气污染源解
析和应急防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状

况调查和防治、危废和固废资源化处
理及新污染物治理、畜禽养殖污染防
治、流域环境生态治理、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创建及
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环境损害司法鉴
定评估及环境应急处置与管理、生态
环境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等多个方面。
根 据 合 作 意 向 ， 双 方 将 建 立 沟 通 协
调、定期交流机制，开展课题共研，

加强人才互派交流，充分发挥各自优
势探寻更多合作空间。

市生态环境局气候变化与区域合
作科相关负责人表示，环境保护离不
开先进科学技术的支撑，市生态环境
局将通过自治区环科院专项技术指导
和技术帮扶力量，助力柳州市生态环
境质量全面提升，在生态文明建设上
出新绩。

日报消息 （全媒体记者宋美玲报道
摄影） 制作非遗糖画、动手书写春联、
制作龙元素纸质工艺品、观看热闹的文
艺表演、现场学习“科目三”舞蹈……
这些有趣的体验环节，都在 2月 2日城中
区文化馆举行的“文化馆里过大年”迎

新春活动中一一呈现。众多市民在活动
中享用了一顿热闹精彩的新春“文化大
餐”。

在现场的新春文艺演出中，中国传统
武术查拳、太极八法五步让观众领略到了
传统武术的魅力，节目 《空竹走钢丝》、

“科目三”舞蹈串烧更是将现场氛围推向
了高潮。

表演结束，文化馆里的热闹还在持
续。文化馆的志愿者们带领大朋友、小朋
友们制作龙头帽、龙背包、绒花小飞龙等
手工作品。书画室里，国学老师教授大家
用不同的字体书写“福”字与繁体的

“龙”字，感受中国年的喜庆氛围。除此
之外，馆内还准备了“科目三”舞蹈教
学、“猜字谜”游园、欣赏非遗传承人展
示石雕技艺、文旅讲堂、新春电影观赏等
环节。市民陈女士说，她和 10岁的儿子
郑逸轩在写“福”字的体验中玩得很开
心，领略到了书法的魅力，今年她打算让
儿子系统学习书法。

城中区文化馆馆长李丽芳表示，这次
活动结合了非遗文化、突出了地域特色，
希望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丰富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

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合力
市生态环境局与自治区环科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在传统民俗中感受浓浓年味
城中区举行“文化馆里过大年”迎新春活动

市民手写市民手写““福福””字字。。

（紧接一版） 也是新时代中国乡村文
化生活日益丰富的体现，更是农村
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向往不断升
华的体现。在乡村搭起大舞台，欢欢
喜 喜 迎 新 春，“村晚”把农村乡土气
息、民风民情和人文底蕴呈现在大家面
前，展现了百姓乐、农民富、农村美的

乡村新风貌。村民们与游客们交融在
一起，载歌载舞、欢聚一堂，共度美
好时光，人们心中无不漾起满满的自豪
感和幸福感。

“村晚”充实了农村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从区域“小欢喜”渐渐发展到
全国“大联欢”，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

爱，很有成为“新年俗”之势。这一基
层文化活动的群众参与度越来越高、影
响力越来越大，折射出农民群众的生活
蒸蒸日上、精神文化追求日益丰富的社
会面貌。期待未来的“村晚”越办越
好，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
新需求不断得到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