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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工程
破解民生难题

作为易地搬迁安置点，
2023年，苗家小镇社区面临社
区搬迁户人口增长带来的住房
紧张问题。针对问题，县发展
和改革局于 2023 年 6 月制定

《县城易地搬迁安置点公共租
赁住房暂行办法》，申请 636

万元财政资金新建 55 套公租
房，其中 20 套定向分配至苗
家小镇社区，有效缓解该社区
人均住房面积低于 13 平方米
的情况，村集体年增租金收入
3.8万余元。

同年，为了让搬迁群众
更好地享受到政策红利，县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还 创 新 推 出

《以奖代补实施方案》，对稳
定经营 6个月以上的搬迁户给

予 2000 元创业奖补资金。该
社区的 31 户脱贫户成功领取
了共计 6.2 万元的“创业红
包”，实现了社区产业发展与
群众创业能力“双提升”。

多维施策
夯实发展根基

2024 年，县发展和改革
局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

申报财政衔接资金 38 万元，
用 于 维 修 该 社 区 二 期 屋 顶
以 及 安 装 太 阳 能 路 灯 等 项
目，切实提升社区基础设施
水平。同时，还通过安置点
配套设施提升工程项目，投
入 59.8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
改造该社区的排污系统以及
建设电动车充电桩、升级智
能安防系统等，进一步提升
社区群众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文化铸魂
凝聚社区合力

该社区还以文化活动为
纽带，通过举办文艺晚会等
特色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宣传文明新风尚；创新

“党建+就业”“党建+妇联”
工作模式，推动廉政教育与
普法宣传常态化。此外，在
后援单位县发展和改革局的
帮 扶 下 ， 该 社 区 通 过 “ 扶
知、扶智、扶志”三位一体
工作法，充分激发搬迁群众
共建共享美好家园的积极性。

如今的苗家小镇社区，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文明新
风深入人心，社区群众的生
活越来越好，幸福感、获得
感和满意度显著提升。县发
展和改革局相关负责人说：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咬
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统
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
持续写好易地搬迁‘后半篇
文章’，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 成 果 同 乡 村 振 兴 有 效 衔
接，让搬迁群众的生活越来
越好。”

本报通讯员 黄杏俏
何其真 报道摄影

让搬迁群众安居乐业
——苗家小镇社区的发展故事

苗家小镇社区大门苗家小镇社区大门。。

日报消息 （通讯员覃
美、刘通、龙依） 6月 11日
至 12 日 ， 西 北 工 业 大 学

（以下简称“西工大”） 体
育部教师团队到融水苗族自
治县开展体育交流活动，通
过开展羽毛球指导、座谈、
航模捐赠及羽毛球全国冠军
挑战赛等活动，进一步深化
校地体育帮扶合作，助力融
水青少年体育教育发展。

11 日，西工大体育部
教师团队来到县第一小学，
为学生们带来专业的羽毛球
训练指导。教师团队为学生
们细致讲解并示范了握拍姿
势、挥拍、步伐移动等羽毛
球基础技巧，学生们热情高
涨，积极练习。

据了解，县第一小学是
西工大体育部的定点帮扶单
位。近年来，西工大体育部
党总支部多次为该校捐赠了
体育器材、服装及图书等
物品，还组织开展教师技能
培训，助力学校提升体育教
学水平。

12 日，西工大体育部
教师团队来到县民族中学，
向县民族中学捐赠了航模，

并与西工大在融水支教的
10 名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开
展座谈，座谈内容包括体育
教学、学生素质培养及支教
工作成效等。

随后，应县文化体育广
电旅游局的邀请，西工大体
育部羽毛球冠军队在县民族
体育公园开展羽毛球全国冠
军挑战赛。赛场上，西工大
体育部的羽毛球冠军们与融
水 30 多名羽毛球爱好者同
场竞技，他们凭借精湛的球
技和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
声。

“融水的羽毛球爱好者
训练时特别认真。这更让我
坚定了要好好指导他们的想
法，希望能帮他们挖掘出更
多潜力。”第十三届全国运
动会羽毛球项目两块金牌获
得者、西工大体育部教师欧
阳南军说。

“近年来，西工大持续
深化与融水在体育领域的帮
扶合作。下一步，西工大将
进一步拓展合作项目，建立
长效帮扶机制。”西工大体
育部党总支书记傅莉说。

西北工业大学教师团队到苗乡开展体育交流活动

深化校地帮扶合作

苗族银饰有着精湛的工
艺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在融
水苗族自治县，有人凭他的
一双巧手和满腔热忱返乡创
业，努力传承与创新苗族银
饰锻造技艺，他就是广西融
水哒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
事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苗族银饰锻造技艺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石健伟。

石 健 伟 毕 业 于 西 安 美
术 学 院 ， 大 学 毕 业 后 返 乡
创 业 ， 一 直 从 事 与 民 族 文
化 相 关 的 产 品 开 发 和 文 艺
创作。石健伟说：“在西安
求 学 期 间 ， 我 深 入 了 解 到
中 国 有 很 多 非 常 优 秀 的 传

统 文 化 ， 民 间 有 很 多 精 美
的 工 艺 品 ， 我 那 时 就 决 定
返乡创业，传承和发展苗族
银饰锻造技艺。”

走进石健伟的工作室，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各样
制作苗族银饰的工具和摆放
整齐的银丝、银片。石健伟
在专注地制作掐丝银画，他
熟练地进行拉丝、搓丝、塑
形、粘贴等工序，每一根银
丝在他手中都仿佛被赋予了
生命，在画板上展现出美丽
的光彩。从熔银、拉丝、搓
丝到焊接、抛光，苗族银饰
锻造的每一道工序都极为复
杂。石健伟深知传统工艺的

价值，始终坚持用传统手工
技艺制作银饰和掐丝银画。

“传统工艺是我们苗族的根，
只有把根留住，才能让银饰
真正有灵魂。”他说。

石健伟并不满足于传统
的文化传承方式，他还积极
探索创新，力求让苗族银饰
走进现代生活。在石健伟创
办 的 苗 族 文 化 传 习 馆 的 门
口，放置着一条造型独特的

“银鱼”，由苗族银饰中的铃
铛、项圈、胸牌等零部件构
成，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
同的美感，这便是石健伟传
统与创新融合的代表作之一。

“这是我们用苗族银饰

的 零 部 件 组 成 的 禾 花 鱼 造
型，我们把这个现代元素融
入传统工艺，既把传统工艺
的韵味保留下来，又更符合
当下年轻人的审美。”石健伟
说。

石健伟深知，非遗的传
承 离 不 开 社 会 的 支 持 和 参
与 ， 除 了 在 产 品 设 计 上 创
新，他还积极拓展非遗的传
播渠道。2020 年至今，他在
广西部分文化场馆、高校等
教授苗族银丝画、芒篙系列
非遗研学课程，学员涵盖各
类人群，累计超 1 万人次。

“开展非遗研学课程，就是让
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优秀的传

统文化和传统工艺。”石健伟
说。

“互联网的力量是非常
强大的，它让我们的苗族银
饰产品有更好的展示和发展
平台，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
苗族银饰产品。”为了推广
苗族银饰文化，石健伟还积
极 通 过 自 媒 体 、 电 商 等 平
台，以直播带货等方式展示
和销售苗族银饰。目前，石
健伟的公司为当地群众提供
了 80多个就业岗位，还建立
了大学生实践基地，进一步
推动非遗传承。

本报通讯员 龚远虹
蒙成远

传承非遗 锻造精彩 ——记融水苗族自治县
返乡创业青年石健伟

日报消息 （通讯员黄
诚、梁俊远） 6月 10日，由
共 青 团 柳 州 市 委 员 会 指
导、广西龙城青少年发展
基 金 会 实 施 的 “ 希 望 乡
村·心向未来”柳州乡村
青少年健康成长帮扶计划
之“希望小屋”筑梦行动顺
利完成。其中，位于融水苗
族自治县的 4 间“希望小
屋”正式交付使用。

融水镇东良村小学学生
小红 （化名） 与弟弟的房间
是融水第一间交付的“希望
小屋”。“新房间整齐又漂
亮，感谢爱心人士对我的帮
助，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学
习。”获得了全新的房间，
小红和弟弟十分高兴。

据 了 解 ， 该 计 划 于
2024 年启动，由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广西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在柳
州开展试点，具体内容是在
爱心企业的资助下，聚焦农
村留守青少年及低收入家庭
学生，每户投入 5000 元改
造资金，对学生原有房间进
行优化，添置床架、衣柜、
学习桌椅等设施，打造独立
的生活学习空间。

经严格筛选，融水苗族
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各
有 4户家庭符合项目实施要
求。专业团队到符合要求的
家庭实地勘测后定制改造方
案并实施。

此外，广西龙城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后续将联合青紫
荆中心社工，为上述家庭的
学生提供生活指导、心理疏
导等跟踪服务，帮助其实现
从“小屋焕新”到“精神焕
彩”。

日报消息 （通讯员覃
美、蒙成远） 6月 13日，融
水苗族自治县第一小学组织
学生走进县人民法院，开启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小法
官”法治体验。

当孩子们穿上法袍、敲
响法槌，严肃的法院秒变沉
浸式普法课堂，法治的种子
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 现 在 开 庭 ！” 随 着
“小小法官”手中的法槌落

下，一场聚焦“恶作剧抽
椅子导致骨折”的模拟庭
审正式开始。学生们分别
扮 演 法 官 、 书 记 员 、 原
告、被告等角色，从法庭
调查到举证质证，完整模
拟了庭审流程。

模拟庭审结束后，县人
民法院工作人员进行了专业
点评，让学生们对庭审程序
和法律责任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

日报消息 （通讯员荣
珍珏、黄诚、吴彦霖） 6月
12 日，融水苗族自治县第
三小学校园里传来阵阵笑
声。在这个期末测评的日
子，学生们人手一张“综
合测试冲关卡”，在各个项
目间“闯关探险”。

校园内各个闯关区热
闹 非 凡 。 在 “ 口 算 飞 行
区”，学生们对着大屏幕快
速 口 算 ， 答 对 一 题 就 能

“ 解 锁 ” 下 一 关 ， 十 分 专
注；“古诗大闯关”是由学
生 抽 取 诗 词 题 目 后 ， 像

“飞花令”一样接诗句，不
少学生背得抑扬顿挫；在
劳动区，学生们熟练地叠
衣服、整理书包，评委老

师笑着打分；音乐教室飘
出阵阵歌声，学生们跟着
节 奏 打 拍 子 ， 欢 乐 “ 闯
关”。

三年级学生龚彦婷举
着盖满通关印章的冲关卡
说：“今天考了算术和叠衣
服，像玩游戏一样，我一
点都不紧张！”

用“闯关”代替“考
试”，可不是“瞎玩”，这
是学校落实“双减”政策
的重要实践——通过“趣
味化、多元化”的测评改
革，不仅让学习回归本真
乐趣，更以评价方式的创
新 ， 为 “ 轻 负 担 、 高 质
量”的教育生态注入新活
力。

首批“希望小屋”暖心交付
为学生打造独立的生活学习空间

用“闯关”代替“考试”
这个期末测评真好玩

小学生走进县人民法院开展法治体验

当一次“小小法官”

近两年来，融水苗族
自治县苗家小镇社区在后
援单位县发展和改革局的
统筹推动下，补齐社区发
展短板，多维施策，不断
提升社区基础设施水平，
一步步夯实发展根基，探
索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新路径，并接连荣获融水

“2023年度易地搬迁环境卫
生整治示范安置点”“2023
年 市 高 质 量 充 分 就 业 社
区”、2024年市“最佳志愿
服务社区”及市人大代表
联络站“先进集体”等 4
项荣誉，成为融水易地搬
迁安置工作的一个典范。

6 月 14 日 是 2025 年 的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
天，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融
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柳州
职业技术大学、市妇联联合主
办的“染绎自然·非遗正青
春”柳州植物染系列展演活动
在融水梦呜苗寨景区举行。

活动现场，古老的植物
染非遗技艺与青春创意激情碰

撞，展台上摆满了植物染围
巾、丝巾、发饰、香囊、潮玩
饰品等。

在非遗传承区，苗族刺
绣、苗族蜡染、苗族银饰锻
造技艺、非遗美食等精彩亮
相，让游客共赏充满魅力的
苗族文化。

在 沉 浸 式 体 验 区 ， 榕
树、紫荆叶、桑叶、乌桕等

30余种柳州本土染色植物标
本整齐陈列，色谱墙生动展
现着大自然调色盘的神奇魅
力。游客可以体验紫荆花草
木 敲 拓 染 、 DIY 植 物 染 丝
巾、植物彩蛋绘制、古法趣
味香囊制作等项目，感受非
遗的魅力。

本报通讯员 覃美
黄诚 摄

6 月 12 日，广西植物学
会联合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
研究所 （桂林植物园） 走进
融 水 思 源 实 验 学 校 ， 开 展

“探索植物奥秘，守护绿色家

园”主题科普活动，为该校
学生带来一场生动有趣的植
物科普活动。

活动现场，中国科学院
广西植物研究所资深科普专

家葛玉珍化身“植物导游”，
用精美的图片、生动的语言和
引人入胜的故事，为同学们揭
开了植物世界的神秘面纱。从

“会吃虫的植物”讲到“能活

千年的古树”，从“光合作用
的魔法”谈到“植物与人类
的亲密关系”……葛玉珍深
入浅出的讲解牢牢抓住了学
生们的注意力，现场惊叹声与

掌声不断。活动进一步激发了
少年儿童对自然的热爱，增强
少年儿童的生态保护意识。

本报通讯员 秦胜聪
蒙成远 摄

探索植物奥秘
守护绿色家园

展示非遗技艺 碰撞青春创意

活动工作人员展示植物染服饰活动工作人员展示植物染服饰。。

科普活动现场科普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