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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板村如今煥然一新，
圖為身着民族服飾的遊客在
拍攝寫真。 （新華社）

譜寫村美民富產強鄉村新篇章

走進西昌市大石板古村，一眼就望見石板鋪就的小徑上，身
着色彩斑斕民族服飾的旅拍遊客穿梭往來，好不熱鬧。

「大石板村如今真是煥然一新！」西昌市海南街道大石板社
區黨支部副書記尹俊感慨道。作為土生土長的大石板村人，他
經歷了這個古老村落的變遷，「村子曾是茶馬古道上的關鍵驛
站，後來隨着茶馬古道的衰敗，村子的繁華也隨之消逝。」
2019年，大石板鄉村振興一期項目啟動，建立「山、水、

林、田、路」立體的傳統村落體系，引入客棧、民宿，實現古
村「活化」，村民們的生活方式也從「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的傳統模式轉變為多元化的發展。
「現在大石板村不僅是『網紅打卡』地，也是涼山州深化農

村改革、推進鄉村振興的典範。」尹俊對調研組說，目前，全
村有232家酒店民宿、85家餐廳、65家旅拍門店，直接帶動
2,000餘人實現「家門口」就業。2024年，大石板古村共接待遊
客191.4萬人次，實現旅遊收入9.06億元。
大石板古村的變化是民族地區高質量發展的一個縮影。
據了解，黨的十八大以來，通過產業扶持、資金投入、易地扶
貧搬遷、教育提升等扶持政策，民族地區生產總值從5.85萬億元
增至14.19萬億元。其中，五個自治區生產總值由32,027億元增
加到83,766億元。此外，民族地區420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部脫貧
摘帽，28個人口較少民族全部實現整族脫貧，「決不讓一個兄弟
民族掉隊，決不讓一個民族地區落伍」的莊嚴承諾成為現實。
「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後，黨中央作出設立5年過渡

期、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重大決
策。民族地區要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基礎上將工作重心
轉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上來，加快改善鄉村整體面貌，推動鄉
村全面振興。」全國政協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副主任徐樂
江表示，實現民族地區鄉村振興，要從產業、人才、文化、生
態、基礎設施建設五個方面入手，充分發揮資源與區位優勢，
積極融入國內大循環，助推實現全面振興。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專職副主席楊佑興表示，應把具
有民族風情的文化產業納入到鄉村產業振興規劃中，並與當地
主導產業規劃、鄉村發展規劃等有機結合，通過重點培育一批
具有鄉土特色的文化品牌，推動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民族地區農村基層黨組織作為引領基層社會發展的戰鬥堡
壘，主要通過組織力的發揮實現對外領導與對內建設，進而推進
鄉村全面振興。」全國政協常委、雲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政
協主席黃麗雲建議，以「黨建﹢」為引領，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
的引領作用，將黨建工作與產業發展、文化振興、生態建設、基
層治理等方面深度融合，以高質量黨建賦能鄉村全面振興。
全國政協常委、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吉爾拉．衣沙

木丁表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過程中，在加強防
止返貧監測幫扶的同時，要加大對民族地區政
策、財政以及人才等方面的傾斜支持力度，加強
和改進鄉村治理，廣泛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
動，不斷促進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

文旅融合為「詩與遠方」增輝添彩
「今年我們將舉行第六屆『端午苗歌節』活

動，深度融合端午民俗與地域特色，推動『生態
﹢文化﹢旅遊』多維融合，點燃文旅消費新活
力。」在木里藏族自治縣隴撒牧場調研中，縣政
府相關負責人對調研組說。
濃郁的藏鄉風情，大美的自然風光，一直以

來，木里都是人們心中嚮往的「詩與遠方」。
近年來，木里縣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和四川

省、涼山州關於文化和旅遊工作的決策部署，深
挖民族特色文化資源，利用「三下鄉」、藏曆新
年、彝曆新年、端午節等舉辦「民族服飾展演」、歌舞表演、
轉山會、蘆笙節等傳統文化活動，不斷推動民族文化與旅遊在
更廣範圍、更深層次、更高水平上融合發展。
文化與旅遊的巧妙融合推動了木里縣經濟繁榮。縣政府相關

負責人表示，木里將繼續深入推進文旅融合，不斷創新發展思
路，豐富旅遊產品，讓更多的遊客走進木里。
木里根據當地實際和資源稟賦促進文旅產業發展，在四川並
非個例。
借力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蘊，2024年底，鹽源縣

木垮達祖古村啟動鄉村振興和文旅提升項目，在保護古村落風
貌和摩梭文化的同時，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據項目負責人介
紹，項目規劃總佔地約1.31平方公里，總投資5.6億元，建設內
容包括古村風貌改造、環村道路建設、民宿改造提升、田園旅
居體驗與生態研學等項目，預計於2026年底全面運營。
「文旅融合作為現代鄉村產業集群發展的創新模式，不僅能帶

動東中西部人口跨區域流動，增強各族群眾的緊密聯繫，還有助
於增產增收。」全國政協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副主任林鐸表
示，要充分利用民族地區豐富的文旅資源，因地制宜謀劃和推動
民族地區新質生產力、特色優勢產業發展，創新文旅深度融合發
展模式，實現鄉村文旅與民族團結進步同頻共振，切實鞏固拓展
脫貧攻堅成果，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奠定堅實基礎。
「民族地區要適應大勢，以深化區域合作推動文化旅遊融合發

展。」全國政協常委、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祝春秀建議，在
民族地區規劃布局一批重大引領性、標誌性項目，支援民族地區
在國家目標與區域特色之間積極發揮創造性，打造一批民族地區
文旅融合協同發展示範區，以文旅融合賦能經濟社會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主任宋秋認為，

民族地區要進一步做好文物古跡、傳統村落、非遺技藝等保護
修繕工作，系統梳理民族語言、服飾、建築、節慶、手工藝等
方面的文化精髓，配備常態化、規模化、專業化文旅產品生產
隊伍，構建擁有地域話語權的民族特色文旅產品體系，傳承和
弘揚民族文化。
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阿壩州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達扎．尕讓

托布旦拉西降措表示，民族地區應立足自身實際情況，開發豐
富多樣的文化體驗活動，充分發揮旅遊示範帶動作用，推動民
族地區文旅產業差異化錯位發展，不僅實現經濟增收，更在深
度合作中增進民族團結情誼。

以「路」為筆繪就民族團結新圖景
從木里縣城出發一路向北，行駛在2024年6月底全線通車的

G227線，可以看到，雙向行駛兩車道的路面乾淨平坦，路牌、
護欄等道路附屬設施一應俱全。

據了解，G227線起於甘肅張掖，途經青海、四川，最終抵達
雲南孟連，全長3745公里。
「這條公路既是涼山州鹽源、木里等縣的重要出州通道，也

是大香格里拉旅遊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木里縣政府相關負
責人表示，G227線通車之後，木里縣至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縣
香格里拉鎮路程縮短約100公里，通行時間節約2.5小時，不僅
極大地改善了沿線群眾出行條件，還串聯了眾多風景區，對於
促進甘孜州和涼山州的交旅融合有着積極的作用。
「交通是直接服務遊客的『第一視窗』。」稻城縣相關負責

人表示，近年來，稻城縣全面啟動環亞丁交旅融合建設，加速
推進G549和G664建設工作，加快實施大香格里拉交旅融合項
目，基本形成外部最快50分鐘可達、內部景區景點串點成線的
旅遊格局。
落後的交通運輸條件曾一度制約四川民族地區發展。近年
來，四川省委、省政府緊扣「三州（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涼
山州、甘孜州）」地區高速公路主骨架尚未形成、普通國省道
尚存在斷頭路瓶頸路等問題，加快推進交通項目建設，深化民
族地區交通與旅遊、能源等產業融合發展。涼山州、甘孜州交
通快速發展正是「蜀道難」變「蜀道暢」的生動寫照。
交通運輸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撐。全國政協常委、民族

和宗教委員會副主任趙宗岐表示，要按照地區發展的客觀要求
及交通基礎設施的經濟效應實施差別化的發展戰略，在增加民
族地區交通供給規模的同時，更應注重供給質量的提升，保證
資金供應。
全國政協委員、空軍研究院某研究室專業技術少將研究員
雷迅表示，考慮到民族地區公路建設成本高、地方籌資難、
配套能力弱的現實情況，建議建立專門項目庫，對支撐鄉鎮
通三級公路的農村公路項目，參照國省道補助政策予以計劃
資金支持。
「四川『三州』地區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低，對交旅融合

發展形成制約，因此需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全國政協委
員、四川省政協原副主席堯斯丹表示，要有序推進國省幹線待
貫通路段建設和農村公路低等級路段提質改造工作，提高鄉村
與城鎮間的聯通水平，進而推動交旅融合發展。
推動各民族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共同奮鬥是新時
代黨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務。全國政協委員、民族和宗教委員
會副主任、調研組組長王廣華表示，要抓住機遇，把民族地區
經濟社會發展納入「十五五」有關專項規劃編制工作，突出鑄
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因地制宜謀劃和加快推動民族地區新
質生產力、特色優勢產業發展，發揮特色文化和自然資源優
勢，實施好文旅深度融合提質增效、民族手工業品牌培育提升
等創新性舉措，推動民族地區高質量發展。

關注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關注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
加快現代化建設步伐加快現代化建設步伐

●調研組在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調研文旅融合發展。 （人民政協報）

●稻城縣全面啟動環亞丁交旅融合建設，圖為遊客在稻城亞丁
景區遊覽。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綜合

報道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

家，一個民族也不能少；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一個民族也不能少。日

前，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調

研組赴四川省，圍繞「『十五五』期

間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應關注的

若干問題」開展專題調研。其間，

調研組深入涼山彝族自治州、甘孜

藏族自治州，走訪鄉村、企業、文

化博物館、宗教活動場所等，與基

層幹部群眾深入交流，聽取意見建

議，為促進民族地區經濟增長、推

動民族團結進步、實現共同富裕聚

共識、凝感情、匯團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