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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北工业大学 （以下简称
“西工大”） 2015 年开始定点帮
扶融水苗族自治县以来，在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中，
西工大共青团积极履行党的助手
和后备军使命，充分发挥引领凝
聚青年、组织动员青年、联系服
务青年的独特优势，以青春力量
多维度助力融水乡村振兴。

一线建功：
青年干部有担当

2025 年 5 月，西工大航天学
院青年干部王鹏来到融水香粉乡
中坪村，成为学校选派的第六任
驻村第一书记和第 14名驻融水帮
扶干部。据统计，西工大选派的
帮扶干部中有 93%曾在学校担任
共青团干部，86%为青年干部。
10 年来，他们发扬“党有号召，
团有行动”的优良传统，挺膺担
当、真抓实干，立足乡村特色和
产业发展，充分整合项目、土
地、资金等资源，发挥青年在产
业发展中的助力作用，持续促进
村集体增收和村民致富。10 年
间，西工大驻村干部多方筹措资
金 1400万元为村里兴修 2条共 15
公里的产业路；大力扶持高山木
耳种植、高山紫黑香糯种植、高
山茶叶种植加工、八角种植以及

林下中药材种植等五大产业，实
现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持 续 增 长 ，
2024年增收33万元。

科教支撑：
青年人才有作为

西工大通过校友会、青科协等
渠道，帮助融水企业家与学校青年

科技专家牵线搭桥促进深度合作，
在药食同源康养产品研发和植保无
人机改装升级等方面提供技术支
撑。西工大积极推动各附属学校与
融水 8 所学校建立一对一帮扶关
系，累计选派 30多名青年骨干教
师赴融水开展“组团式”帮扶，以

“师徒结对”“传帮带”等方式帮助
融水教师 4500余人次提升教学水
平，并促成西工大附属中学青年名
师王媛媛、姜吉群等与融水教师
共建名师工作室，全面提升融水
教育教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水平；
同时，连续 6年组织 30余名国家
级青年人才和青年“海归”专
家，赴融水开展科技筑梦励志报
告进校园活动，激励融水学子志
存 高 远 、 努 力 学 习 报 效 祖 国 。
2025年高考融水学生成绩上特控
线 232人，比 2016年帮扶之初的
55人翻了两番多。西工大用 10年
的持续努力，成功探索出以青年
人才带头振兴乡村教育，最终实
现教育振兴乡村目标的帮扶模式。

志愿服务：
青年学子有行动

西工大共青团以志愿服务为
抓手，通过人才下乡赋能乡村教
育，先后选派 7批共 59名获得保
送研究生资格的优秀青年志愿者
到融水的 5 所初级中学任教，通
过年复一年、轮换接力的方式为
融水基础教育贡献青春力量。每
年寒暑假，校团委均单列专项经
费支持大学生 60余人赴融水开展

“三下乡”服务，内容涉及产业发
展、社会调查、非遗保护、法治
宣传、心理疏导等，并在 9706工
厂旧址、融水中学等建成社会实
践基地，健全实践育人长效机
制。每年暑假，西工大均邀请
100 名融水中学生到校参加“三
航科技”筑梦夏令营。开营期
间，学校近 200 名科技社团干部
主动放弃假期担任志愿者，带领
来自大苗山的学生们沉浸式感受

“三航科技”魅力。如今，西工大
正推动教育实验学院本博连读班
学生与融水中学高一卓越班结对
共建，希望双方的优秀学生建立
长期有效的成长伙伴关系，用 3
年时间持续发挥正向影响作用，
探索大学与中学联合开展结对教
育、实现学生共同成长的新路子。

携手成长：
青春之歌有力量

西工大始终心系苗山学子，坚
持发展成果共享、青春共同成长的
理念，先后邀请春蕾计划红瑶女童
班师生代表、江竹村学生代表、融
水各界优秀代表等，赴文昌、酒泉
观摩火箭发射，赴珠海航展参观学
习，共同感受伟大祖国的科技成
就，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2025年1月，融水实验中学的
4名初中生再次应邀参加“青春翱
翔四海”项目，到日本东京大学、
早稻田大学开展研学，以国际视角
重新标定成长目标和路径。西工大
团委遴选“青马工程”优秀学员，
与融水中学生结对开展“同学你
好”书信交流活动，已累计通信
3000余次，用“青言青语”答疑解
惑驱散成长烦恼。在陪伴苗山少年
健康成长的同时，西工大青年完成
了“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成长
必修课。在西工大共青团的引领
下，苗山少年和西工大学子手牵
手奔航展、追火箭、出国门、访
名校，共同唱响一曲新时代民族
团结同心筑梦的青春之歌。

青春接力担使命，踔厉奋发
促振兴。乡村振兴是青年施展才
华、干事创业的舞台，广阔天地
大有可为。西工大共青团将持续
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引领更多
优秀青年“下得去、留得住、干
得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
更多的青春力量。

本报通讯员 袁源
伍友君 报道摄影

7月 2日，安太乡小桑村青山
苗寨举办苗族斗马比赛，欢度新
禾节。来自三防、香粉、四荣、
安陲等邻近乡镇的 39匹骏马齐聚
一堂，展开激烈角逐（见右图）。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骏
马膘肥体壮、精神抖擞，在主人
牵引下迈着矫健步伐入场。一声
令下，两匹公马入场，为争夺母
马青睐即刻展开激烈争斗：时而
试探，时而猛冲相撞，时而前蹄
腾空踢踹，时而用牙撕咬。每一

个动作都尽显力量与野性，惊险
刺激的场面让观众目不暇接。

围观群众热情高涨，呐喊
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大家纷纷
为心仪马匹加油，将气氛推向顶
点。“第一次近距离看斗马，太精
彩了，很有民族特色，让我感受
到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贵港市
游客黄伟娟说。

来自安太乡洞安村的林辉立
所养的公马摘得冠军。“今天我的

‘ 赤 龙 ’ 拿 了 第 一 名 ， 特 别 开

心！”林辉立难掩喜悦之情。
据了解，苗族斗马有着悠久

的历史。在过去，它最初是作为
一种婚姻裁决的方式，后来随着
时代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一项群
众性的娱乐赛事，成为苗族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斗马活
动不仅丰富了苗族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
观赏，已然成为展示苗族民俗文
化的重要窗口。
本报通讯员 黄诚 报道摄影

7月 6日，走在融水苗
族自治县和睦镇和睦村下
木屯，干净的巷道、古朴
的民居、淳朴的民风，像
放电影一样，一帧帧映入
眼帘，处处洋溢着和谐新
风。

这得益于该县和睦镇
创建的“和议共睦”议事
平台。

近年来，和睦镇以和
睦村下木屯为试点，以凉
亭、榕树、石凳等为媒，
创建“和议共睦”议事平
台，通过移风易俗、积分
管理、家风家教等形式，
面对面“拉家常”、心对
心 “ 说 困 难 ”、 实 打 实

“解难题”，推动基层治理
从“单向管理”向“多元
共治”转变，助力乡村振
兴。

移风易俗成时尚

“现在办红白事，村
民不再讲排场、吃得好，
而是讲节约、有得吃，形
成 了 移 风 易 俗 的 好 新
风。”和睦村党总支部副
书 记 贾 通 强 说 ， 要 是 以
前，只要下木屯村民办红
白事，最少要办三天，有
的还要办七八天，不但误
时、误工，还杀猪宰牛招
待 客 人 。 一 场 红 白 事 下
来，少说也要六七万元，甚至 10万多元，村
民有苦难言。

“怎么办？必须改！让村民少受苦、少
受累。”在“和议共睦”议事时，群众纷纷说
出了心里话。针对存在的问题，下木屯党支
部立即行动起来，组织村民理事会和监事会
及德高望重的老人启动“和议共睦”议事平
台，专题商讨红白事，推行移风易俗，并成
立监督委员会，对红白事操办规模、宴席标
准、礼金上限、服务队伍等进行“零距离”
监督，着力整治“人情债”和“攀比风”。

最终，经“和议共睦”议事，下木屯规
定：红事礼金不超过 200元、白事礼金不超过
100 元；白事不超过 3 天，红事不超过 2 天；
宴席控制在 20—30桌之内，餐费每桌不超过
400元等。为此，一场红白事为村民降低支出
30%以上，节约了 2万多元。此规定不仅让村
民摆脱了“心理”的压力、“面子”的束缚，
更有力地告别盲目攀比，减轻了经济压力，
移风易俗成为时尚，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积分管理争先锋

“积分达到一定分值，我们就给村民发
放日常用品。虽然是一支牙膏、一包洗衣
粉、一包纸巾，价值不高，可意义不同啊！”
在下木屯积分管理兑换点，贾通强信心十足
地说。在“和议共睦”议事时，下木屯创建
了“家庭家教家风”积分站。通过设置教育
医疗、纠纷调解、投工投劳等 17项加分项和
酗酒闹事、违法犯罪等 7项减分项，以季度为
周期对村民实施积分考评。

“积分只是一个抓手，推动发展才是最
终目的。”该县和睦镇党委副书记杨硕表示。

在积分管理中，下木屯以监督为主线，
对爱党爱国、考上大学、孝敬父母等加分
项，打架斗殴、酗酒闹事、造谣生事等扣分
项进行严格的监督，避免加分不准、扣分不
扣等现象。经过屯党支部审核，公示栏张贴
后，若村民无异议，即为在社会治理、公益
美德、勤俭持家等方面达到一定分值的家
庭，免费兑换牙刷、纸巾、洗洁精等生活用
品，激发村民敬老爱幼、勤俭持家、团结协
作的热情，形成良好风气，营造你追我赶的
氛围。

家风家教树新风

“勤俭持家、精打细算就是我们的‘法
宝’，这才体现我们的家风家训。”下木屯村
民严家仁如是说。在省吃俭用下，他的几个
孩子读完大学，分别留在了广东、柳州等地
工作，过上了幸福生活。

下木屯以传统文化为主线，在“和议共
睦”议事中，引导屯里老人、小孩写下自家
的家风家训。另外，下木屯在评选星级文明
家庭户的同时，还组织有书法、绘画特长的
村民在学校教室、村民房屋等外墙上书写家
风家训名言、警句，描绘出与和睦家庭、和
美乡村、和谐社会相关的图景，打造宜业、
宜居、宜游的美丽乡村。

如今，“和议共睦”议事平台已成为该县
和睦镇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生动实践，不但
推动移风易俗、积分管理、家风家教深入人
心，还推动解决产业发展、农田灌溉、邻里
矛盾等问题。为此，下木屯先后被评为市级

“五会治屯”党建精品示范点，县级“美丽融
水·清洁乡村”“三会兴屯”示范点，镇级孝
廉文化、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等，架起了党
群、干群之间的“连心桥”，让群众关心的事
情件件有回音、项项有交代，不断增强群众
对党的信任，有效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去年以来，下木屯通过“和议共睦”议
事，发展特色产业 4种、解决农田灌溉 3处，
调解邻里矛盾6起。

本报通讯员 龙林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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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融水苗族自治县“苗
山美”暑期未成年人艺术免费培训
班在县文化馆正式开班，共开设舞
蹈(中国舞、民族舞)、美术(素描、
色 彩 、 少 儿 美 术)、 书 法 (硬 笔 书
法)、声乐及苗族非遗特色课程 （苗
族织锦、银饰制作、芦笙音乐、非
遗手工） 等11门课程，吸引众多青
少年参与。

非遗手工班的课桌上摆满彩线
与彩笔，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体
验传统工艺。芦笙声乐班则传来阵

阵悠扬乐声，孩子们踩着节拍吹奏
苗乡韵律。授课老师根据不同课程
特点施教，通过示范教学、指导让
学员在提升艺术技能的同时感受传
统文化魅力。

“暑假让孩子参加政府组织的
免费培训特别有意义！我的两个孩
子都报名参加了芦笙声乐班，他们
对苗族文化兴趣浓厚，我非常支持
他们来学习。”学生家长龙航英说。

本报通讯员
荣珍珏 蒙成远 摄

日前，融水苗族自治县
“芦笙吹响新时代 苗乡诵读
润初心”职工朗诵比赛在县
民族高中礼堂举行。全县 52
支基层工会队伍及个人同台
竞技，以多元艺术形式展现
新时代职工风采（见上图）。

此次比赛吸引了众多职

工的关注和积极参与，参赛
作品涵盖红色经典、劳模工
匠事迹、融水自然人文风貌
等内容。

比赛现场，各参赛队创
新融合苗语、山歌、情景剧
等文化元素，赋予传统诵读
全新感染力。经激烈角逐，

活动评选出一等奖3个、二等
奖6个、三等奖9个、优秀奖
13个。

据悉，本次活动由县委宣
传部、县总工会、县直机关工
委及县教育局联合主办。

本报通讯员
梁俊远 龙依 摄

凝聚青春力量 赋能乡村振兴
——西北工业大学发挥共青团生力军作用助力融水高质量发展综述

斗马庆“新禾”群众乐呵呵

多彩非遗课堂 乐享文化暑假

芦笙吹响新时代 苗乡诵读润初心

西工大研究生支教团在丹江中学开展科普活动。

西工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思源中学组织开展航天科技文化节。

免费美术课上免费美术课上，，学生们正聚精会神学习学生们正聚精会神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