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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7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黔东南
州黎平县肇兴侗寨考察。寨门口，身着民族盛
装的村民唱起侗族大歌欢迎总书记。习近平
总书记饶有兴致地听取侗族大歌的艺术起源、
曲调特点、演唱形式等方面介绍。在侗族文化
展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详细了解侗族历史、
风俗和服饰、建筑等特色文化保护传承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要保护有形的村落、
民居、特色建筑风貌，传承无形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又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让民族特色在利用中更加鲜亮，不断焕发新的
光彩。

在信团鼓楼，习近平总书记同村干部和村
民代表围坐一起亲切交流。大家争相向总书
记讲述近年来村寨发生的可喜变化。习近平
总书记表示，看到侗寨保护得这么好，侗族群
众生活幸福，感到很欣慰。

离开侗寨时，侗族群众深情地唱起《侗歌声
声唱给党》，表达对总书记的热爱和依依不舍。

“美丽的侗寨哎/绿水青山好风光/鼓楼下
把歌唱/千年的侗歌唱给党……”《侗歌声声唱
给党》在千年古寨深情唱响，歌声乘着和煦春
风，在鼓楼、田埂回荡，温暖人心。

贵州，不仅有着秀美自然风光，历史和文
化底蕴也很丰厚，黔山贵水绘就的“公园省”，
孕育出“一山不同族，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
俗”的多彩文化，被誉为“文化千岛”。这些文

化瑰宝，经历史长河的淘洗，在新时代的春风
里愈发璀璨。

民族特色 古朴时尚
清晨的侗寨宁静祥和，信团鼓楼的木构榫

卯被朝阳勾勒出光影，不远处的非遗工坊已开
门迎客。

“肇兴符合我对乡村美好的一切想象。”3
月 19 日一早，慕名而来的重庆游客箐箐难掩
内心喜悦，在她看来，古朴的侗寨写满了侗家
人的智慧。

肇兴侗寨始建于北宋年间，是全国最大的
侗族村寨之一，素有“侗乡第一寨”的美誉。
这里四面青山环绕，鼓楼、民居鳞次栉比，以
肇兴侗寨为核心的“八寨一山”，构成约 34 平
方公里的侗族文化区。吊脚楼、古寨、非遗乐
器、侗族大歌、蜡染工艺等民族特色，古朴又
时尚。

在这里，既有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侗族大歌为代表的民族音乐，也有以鼓
楼为代表的地域建筑，还有以刺绣、蜡染、银
饰等为代表的服饰文化……传承千年，侗族文
化在这里源远流长，文化遗产有序保护传承。

在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中，肇兴以实
践为先，书写民族文化之兴。

黎平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肇兴以
“文化引领、保护优先、传承发展”为宗旨，通
过编制保护条例将民族村落人文风貌上升到
法治层面保护；建立四级非遗名录体系，侗族

大歌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祭
萨、月也、侗族木构建筑营造等入列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组建仁义侗族
大歌队、礼团侗族大歌队、肇兴村表演队等，
引导成立“侗品源”农民手工技艺合作社，做
好传统手工技艺传承工作；统筹传统村落保护
和发展，打造“千年侗寨·醉美肇兴”等传统村
落品牌，先后有 8 个村寨列入国家级传统村落
名单。

民族文化 交融共生
侗族大歌不仅在侗寨唱响，不断刷新影史

纪录的电影《哪吒 2》里“宝莲盛开”时空灵悠
远的配乐，便来自侗族大歌。

3 月 16 日，在贵阳越界影城 IMAX-GT 影
厅激光巨幕前，为电影《哪吒 2》配乐的团队之
一的舞乐蝉歌乐团吸引了观众目光，“95 后”
主唱杨想妮等侗族姑娘，用侗族大歌为观众送
上“彩蛋”。观众李钰说：“这声音仿佛穿越千
年，如清泉般悦耳，洗涤心灵。”

2009 年，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随着电
影《哪吒 2》热映，这一传唱千年的天籁之音又
焕发出新的活力。

去年，黎平借助侗族音乐魅力，创新打造
的“村歌与世界对话”活动，全网曝光量突破
3.5 亿次，成为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有益
尝试。

眼下，肇兴侗寨以歌会友，正在搭建 2025

年“村歌”大赛舞台。
贵州地形地貌多种多样，地域文化多姿多

彩，18个世居民族与山水相安、与日月共长，留
下众多弥足珍贵的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遗产。

作为非遗大省，贵州非遗项目数量位居全
国前列，涉及民族戏曲、传统技艺、民俗服饰
等多个领域，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 3 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99 项 159 处、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628 项 1025 处、市（州）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2000 余项、县
（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5000
余项。

此外，贵州共有 757 个村寨先后列入国家
前六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有 312 个村
寨入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量均居全国
前列。

创新实践 焕发活力
立足多元文化资源，创新探索文化实践。
近年来，贵州持续深入实施民族文化传承

弘扬等“四大文化工程”，沿着保护、阐发、创
新、运用的路径，充分挖掘各民族文化的内涵
和价值，讲好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故事，助力
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贵州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馆）主任车向勤表示，贵
州在巩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梳理挖掘、做好保
护和传承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非遗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毕节彝族漆器、苗族蜡染、苗族刺绣等年

销售额突破亿元；《中国苗·艺术展》亮相 2024
春夏米兰时装周，诸多国际知名品牌先后发布
以贵州苗绣为基础设计的产品，凯里苗绣集市
成为热门打卡点……民族精品与时尚文化的
精彩相遇，使得贵州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
大，近年来更是屡屡破题出圈，涌现出诸多文
旅融合新业态。

“非遗+体育”“村超”“村 BA”“村马”等
“村”字头体育活动，突破赛事边界，将民族文
化引进赛场展示，打造出老少皆宜的文体旅

“嘉年华”。
“非遗+景区”，西江千户苗寨、三宝侗寨

等民族村寨特色十足，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
“诗和远方”。开门见山的民宿客栈，带来现
代桃源生活。

“非遗+演艺”，大型实景苗族歌舞诗剧
《仰欧桑》、大型室内沉浸式实景演艺《龙乡水
里·贵秀》等，让游客一眼千年，流连忘返。

“非遗+研学”，将“指尖技艺”转化为特色
经济，一批可参观可体验可购物的非遗工坊、
非遗研学基地等新业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山水和鸣处，绵延铺展团结画卷，各族儿
女如石榴籽般紧紧相拥。新时代新征程，贵州
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奋力建设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为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凝聚磅礴力量。

文 化 有 特 色 乡 村 更 多 彩
○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曹雯

三月的黔贵大地，草木青翠、生机盎然。
3 月 17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黔东南

州黎平县肇兴侗寨考察。在信团鼓楼，总书记
同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围坐一起亲切交流。看
到侗寨保护得这么好，侗族群众生活幸福，习
近平总书记感到很欣慰。他指出，办好老百姓
的事，关键在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发
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带领群众发展经济、搞好乡村治理。

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
贵州将殷切嘱托转化为担当之行、务实之

为。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关于贵州工作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黔进先锋·贵在行动”
为总载体，聚焦“减负、增收、提质、拓渠、优
考”推动“强双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
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全
面提高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

基层活力迸发气象日新
春风拂江面，毕节市黔西市新仁乡化屋村

山水依旧，但这里的生机早已澎湃。
以全域旅游为抓手，化屋村持续优化基础

设施，创新旅游体验，延伸产业链条，构建涵
盖食住行游购娱全要素的文旅生态，打造宜居
宜游乡村典范。“每到节假日，景区游客量就
会达到饱和。”村党支部书记肖阳群介绍，村

“两委”带领大家把旅游产业作为增收致富的
重要支柱，形成了农文旅融合发展格局。

办好基层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
聚焦锻造高素质基层干部队伍，我省进一

步增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在全国率先建立村
（社区）党员干部常态化培训机制，“接地气”
“冒热气”的课程直达一线；实施村党组织书
记后备力量培育储备三年行动，3.5 万余名后
备军蓄势待发；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全
省 2587 个社区的工作力量进一步加强。

基层是最好的课堂，实践是最好的教材。
一批批冲劲足、肩膀硬、能力强、实绩好的基
层干部以改革破题，以实干开路，广袤乡村春
潮涌动、生机勃发。

春至花茂，黔北民居错落有致，农家小院
炊烟袅袅，游人如织寻乡愁。

“党中央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
是哭。”2015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遵义花
茂村考察，殷殷嘱托，成为奋斗实干的动力。

从昔日“荒茅田”到如今美丽富庶的花茂
村，华丽转身背后，既有国家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政策的精准扶持，也是牢记嘱托、感恩奋
进的生动实践。

组织建设上，村党支部是发展主心骨，组
织一心谋发展，党员两手干实事；产业发展
中，现代农业打基础，文化产业增效益，乡村
旅游提品质，三产联动促振兴；基层治理上，
网格管理促精细，村民自治焕活力。2014 年
到 2024 年 ，花茂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0948 元增至 27454 元，村集体经济积累由 16
万元增至 1418 万元。

“有了致富产业、宜居环境、文明乡风，大
家的笑容更灿烂了。”现代农业、旅游产业业
业兴旺，花茂村党支部书记彭龙芬和乡亲们欣
慰地笑了。

村子蜕变、群众增收，离不开坚强有力的
基层党组织。基层是服务群众的“最先一公
里”，也是抓落实的“最后一公里”，抓基层打
基础既是长远之计，更是固本之策。

村强民富笑颜常开
我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持续

把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作为
抓基层、打基础的关键，以组织振兴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通过组建侗族大歌表演队、盘活闲置资
产打造特色餐厅、开设临时小吃摊位等方式，
带动村民就业创业，同时也发展壮大了村集体
经济。”肇兴镇肇兴村党委书记陆卫敏说起村
里的发展思路，信心十足。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村“两委”的
带动下，肇兴侗寨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发展酒
店、民宿、餐饮 400 多家，培育传统手工艺企业
60 多家，带动村民就业创业 2000 余人。

贵州坚持抓党建促乡村全面振兴，积极探
索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措施，推
行村党组织领办创办合作社等举措，因地制宜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助力村集体经济强起来，
让群众兜里有钱、眼里有盼、心头有劲。

昔日“石旮旯”，今日“米粮川”。从“空壳
村”到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350 万元，一朵金

银花见证了黔西南州兴义市则戎镇冷洞村的
蝶变之路。冷洞村把党小组建在金银花产业
区，让党员聚在产业链上，促进党建、产业、经
济一体化发展。“3 元一枚的‘金银花鸡蛋’畅
销粤港澳大湾区，每年可带动农户增收 4000
余元。”村党支部书记朱昌国喜笑颜开。

好日子，要靠组织引领，也离不开内生动
力。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壮大龙
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加快建设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闯出一
条条产业富民新路。贵阳贵安推行“1+1”混
合所有制股份经济发展模式，壮大村集体经
济，让村民成为股东；六盘水采取“家庭农
场+”模式，促进家庭农场与合作社、农业企
业、农户多方共赢、优势互补……

今日之贵州，乡村全面振兴硕果累累，民
生福祉持续改善，人民群众安全指数、满意指
数、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治理有效共建和美乡村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在信团鼓楼，围坐在火塘边，我们向总书
记汇报，划分的 7 个网格已经实现‘小矛盾不
出格’的基层治理模式，总书记为我们点赞
说，这很好，这就是‘枫桥经验’。”陆卫敏激动
地说。

肇兴景区的治理是全省基层社会治理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贵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创新基层治理方
式、健全基层治理机制、汇聚基层治理力量，

全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自治筑基，各地通过党建引领，探索“院

坝协商”“火塘议事”等载体，将话语权交还群
众，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黔东南州雷山县

“合约食堂”用一餐饭的温度化解酒席铺张难
题；毕节市纳雍县“积分超市”将文明善行兑
换成看得见的奖励；遵义市播州区组建“红星
管事组”等自治队伍全面激发基层自治活力
……一系列基层自治的创新实践，将“替民做
主”转变为“由民做主”，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
的基层治理格局。

以法治护航，贵州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
经验”，提升基层治理精度、深度和温度。在
基层党组织推动下，“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
已覆盖全省 1.8 万个行政村，将晦涩法条化作
家常话语，让法治在“润物无声”中成风化人，
使群众从“接收者”成为“传播者”。依托“一
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各地
积极探索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
解，努力实现矛盾纠纷源头防控、就地解决。

以德治润心，坚持推进移风易俗，积极培
育文明新风，将家风家训刻进寨门牌坊，把村
规民约编成“三字经”。在黔西南的布依族村
寨，“道德评议会”的评说让文明新风吹遍乡
野；黔东南州将苗族“榔规”融入村规民约，用
民族习惯滋养现代治理……各地基层党组织
创新举措，让古老智慧焕发新生，构建起具有
贵州特色的德治体系，谱写出“法安天下、德
润人心”的和谐乐章。

支 部 带 着 干 群 众 劲 头 足
○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华姝 张良胜

游客在凯里市下司古镇苗族非遗文化体验馆内学习制作泥哨
（通讯员 王炳真 摄）

岑巩县注溪镇周坪村村民在挑运柚子 （通讯员 胡国鑫 摄）从江县高增乡建华村村民在挑运香禾糯稻谷 （通讯员 吴德军 摄） （以上图片均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