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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性发展激活文化生产力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

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
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
体理念。

“民族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力！”石阡县尧上
村党支部书记黄秀金感慨道，该村通过“房屋
租赁+土地流转”模式，打造集仡佬族民族文
化体验、亲子农场、精品民宿于一体的生态农
场，2024年村民人均增收超万元。“我认为这
种将民族文化元素与现代旅游业态深度融合
的探索，正是‘深化文旅体融合，丰富旅游
业态’要求的生动实践。”黄秀金表示。

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
成部分。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
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

在石阡县，文化遗产的“双创”实践生动而
多姿多彩，非遗传承人将传统“石阡茶灯”舞蹈
编排成沉浸式节目演出；仡佬族毛龙节持续闹
元宵，非遗民俗氛围浓；尧上村将“敬雀节”升
级为四季可体验的民俗 IP，带动周边餐饮、手
工艺产业集群发展。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铜仁已形成“非遗活化—产业延伸—品牌
输出”的完整链条，114个中国传统村落如珍
珠般串联，绘就“传统文化旅游胜地”新图景。

铜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创新性发展的实
践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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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坚
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汇
聚起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合力，努力创造属于
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铸就中华文化新辉
煌，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
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牢固文化
根基。

促共富
以文旅融合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画卷
从万山区牙溪生态农场果蔬大棚里的欢

声笑语，到石阡县楼上村“清明会”吸引的八方
游客，近年来，铜仁市探索出了一条“文化保护
—旅游开发—民生改善”的共富路径。

2024年仅万山区牙溪村就新增 3座产业
桥、改善供水管网12.8公里，基础设施的提升
让乡村旅游提质扩容；石阡县通过“非遗工坊”
培育 200余名传统工匠，带动留守妇女、老人
实现家门口就业。

在玉屏侗族自治县田坪镇的侗寨鼓楼前，
党员干部带头将侗歌、侗绣等通过侗乡风情园
景区将非遗资源转化为集体资产；在松桃苗族
自治县大湾村传统村落保护中，创新“支部+
村民”议事机制，让文化保护与民生改善同频
共振；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团龙村则以土家
族“过赶年”、贡茶文化为核心，开发沉浸式民
俗节庆活动，让这个藏在梵净山西麓的村寨成
为文旅新地标。

2025年春节期间，碧江区中南门开展非遗
巡游、非遗秀展演等系列活动12场次，参与观

众人次达40万+，线上活动发布的宣传视频播
放量破亿；全市 60所大中小学校开展了非遗
进校园活动，把“金钱杆”、土家摆手舞、“松桃
瓦窑四面花鼓”等作为学校的课间操，学生每
天常态化参与，青少年已成为新的传承群体；
全市现有10家非遗专题展示馆，每年接待游
客近40万人次，仅松桃苗绣生产企业就有 31
家，其中规上企业1家，在县城经营18家，带
动从事苗绣人数有 3000余人，其中长期从事
苗绣人数 300余人，2023年产值在1000多万
元，特别是松桃大湾村，当地依托苗绣技艺、苗
族古歌等非遗项目，打造“非遗研学基地”，游
客可参与苗绣DIY、古歌创作等互动体验，既传
承了文化根脉，又带动了 60余名绣娘人均年
增收万元以上。

各民族情感相亲，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坚
强纽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家要行动起来，一
起作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努力创造各
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增
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向着
伟大理想去奋斗。”

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
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守住文化根脉，方能行稳致远。
未来，铜仁市将以民族文化为笔，以生态

环境为纸，书写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融、保
护与发展共赢，着力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时代答卷。

坚定文化自信 汇聚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合力

松桃苗族自治县盘信镇小隆村苗族群众正在收看《新闻联播》。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申逸恺 摄

石阡县聚凤乡宝龙村辣椒种植基地里十多名椒农在移栽辣椒苗。 黎祖艳 摄

石阡县国荣乡楼上村楼上古寨。 杨坤 摄 小朋友们在铜仁博物馆制作当地民俗小吃。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申逸恺 摄

万山区谢桥街道牙溪村一角。叶顺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