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与前行

仁   
寿   

巴   

马   

丛   

书

T A N S U O  Y U  Q I A N X I N G

仁寿巴马丛书编撰工作委员会　编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探索与前行 / 仁寿巴马丛书编撰工作委员会编. —南
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10

（仁寿巴马丛书）
ISBN 978-7-219-10073-8
I.①探… Ⅱ.①仁… Ⅲ.①巴马瑶族自治县—概况

Ⅳ.①K92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3034号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 编 530028
印 刷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310千字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10073-8/K · 1713
定 价 108.00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责任编辑 覃萃萍
责任校对 廖 献
封面设计 李彦媛



《探索与前行》编辑部

主 任 谭文胜

副主任 胡秀萍 韦明望

成 员 潘奇芳 莫凤灵 覃 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总 序

总 序

文化的实质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有了人，就

开始有了历史，也开始有了文化。因此，文化是民族的血

脉，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一个地方的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灵

魂，是人民群众文化自信的根基和底气之所在。

巴马瑶族自治县是一个有12个民族同胞聚居的地方，

是集老、少、边、山、穷、库区于一体的县份，是广西农

民运动发源地和右江革命根据地腹地、百色起义策源地，

是世界长寿之乡、中国长寿之乡、中国香猪之乡、中国书

法之乡、中国长寿养生旅游目的地、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

游区核心区。这里自然地理环境独特，自古人瑞密集，特

色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古人类在这

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播下文明的种子。在历史长河中，各

族人民通过自己的智慧，传承和发展了丰富的民俗文化、

长寿文化、生态文化、红色文化，包容开放地吸收了外来

文化的精华，形成自己独特的乡愁记忆和精神家园。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文化强县的重要战略决策，挖掘巴

马丰厚的文化底蕴，描绘钟灵毓秀的山水风光，展示持续

发展的经济建设，呈现日新月异的城乡面貌，展现和谐进

步的社会事业，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在决胜脱贫攻

坚、决战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建设、推进巴马全面建

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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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自治县党委、人民政府决定组织编撰“仁寿巴马丛书”，并

在巴马瑶族自治县成立60周年的庆典期间推出第一辑，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荫泽后世的文化工程，无论对历史还是对现实、对现在还是对未来都弥足珍

贵，意义重大而深远。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岁月的洪流滔滔奔涌。经济越迅

猛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越丰富，社会越需要强大的文化作为精神动力。在经济进

入新常态，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仁寿巴马丛书”的推出，开启了巴马编撰大型

文化系列图书的先河，作为巴马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让世界了解巴马的一个窗

口，必将对增长干部群众文化知识，丰富巴马文化典藏，激发县内外专家学者、艺

术工作者关注巴马、研究巴马、叙述巴马、讴歌巴马的创作热情，发展繁荣巴马地

域文化，推动巴马科学发展，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并随着发展的进程愈加显现出

特殊而强劲的软实力。

丛书取名“仁寿巴马”，主要基于巴马长寿文化、孝德文化的底蕴，基于巴马

珍藏民间的“惟仁者寿”牌匾，基于长寿之乡之盛名。其中有一个真实的历史故

事。清光绪年间，巴马那桃乡平林村敢烟屯邓诚才因军功在朝廷为官，他为官清

廉，屡屡建功，60岁那年还参加了抵抗英法联军入侵的战斗。荣归故里之后，他

用自己的俸禄购买了甘蔗种子、香猪崽送给村民并教村民种养，提高村民收入，造

福一方百姓，赢得乡亲敬仰。光绪帝得知此事后，赠予“惟仁者寿”牌匾，树其为

乡里楷模，旨在匡正民风，以文化人。光绪帝借用了孔圣人的“仁者寿”，在“仁

者寿”前加了一个“惟”字，意思是仁者爱人，强调只有心中充满仁爱的人才会长

寿。推而广之，只有用充满仁爱的心来发展文化，社会才会进步繁荣，人民才会安

居乐业。“惟仁者寿”是巴马人民的一个精神图谱。

巴马人民自强不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创造物质文明财富的同时，不忘厚

植民族精神根基，创造各民族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20世纪20年代，邓小平、张

云逸、韦拔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巴马组织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和人民解放

斗争，用血与火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20世纪60年代，巴马人

民创造了“人敢拼命，山河听令”的艰苦创业精神；改革开放以后，铸就了“勤

奋、团结、拼搏、创新、奉献”的时代精神。这为巴马唱响时代主旋律、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人民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树立文明健康社会新风尚、

推动巴马科学发展凝聚了正能量和提供了厚重的精神财富。推出“仁寿巴马丛

书”，就是尽可能地展示巴马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明血脉，诠释人民最根本的文

化基因，展现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彰显人民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体现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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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大创造力和丰富想象力，代表着巴马人民的共同价值取向，架设巴马社会发展

的桥梁纽带，营造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多年来，巴马县内外不少的专家学者、艺术工作者，一直关注巴马独特的地理

人文和发展变化，将独到目光投向巴马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研究巴马、把脉巴

马、叙述巴马、描绘巴马、抒写巴马，其真知灼见、其理论观点、其科学阐述、其

艺术概括、其创作成果，为巴马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进

步繁荣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文化艺术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巴马文化艺术研

究和建设发展工作虽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

县内的作者大多缺乏系统的专业训练，不规范、视域狭窄的问题普遍存在，致使站

在文化的原点、立足于巴马的背景地、抱着极大的热情、掌握了大量的材料，但仍

然难以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精品专著，进入不了文化艺术广阔视野。也因为县外的作

者深入研究不深、俯察巴马不透、挖掘本质内涵的成果少，整体学术性和艺术性进

展比较缓慢。另外，由于种种原因，巴马文化书籍出版零星散乱，不成体系、不成

机制、不成声势，迄今还没有推出相对稳定、连贯、持续出版的文化丛书，文化的

软实力还没有展现其应有的推动和引领力量。推出“仁寿巴马丛书”，就是要鼓励

和引导县内外专家学者、艺术工作者扎根生活、扎根人民、倾情巴马，以更加饱满

的情怀、更加广阔的视野，全面系统地诠释好巴马古代文明、现代文化、县域风

采、人文精神、民风民俗、文学艺术、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要素，弘扬巴马地

域文化，描绘巴马大好河山，传承巴马历史文明，记录巴马发展历程，展现巴马发

展成就，写好巴马故事，传好巴马声音，不断推动巴马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

发展。

有鉴于此，自治县党委、人民政府决定推出“仁寿巴马丛书”，组织成立了编

撰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了编委会和编辑组。“仁寿巴马丛书”编撰立足巴马，体现

宣传、教育、史志、收藏等文化功能，突出浓郁的巴马地域文化特色、深厚的历史

文化内涵、时尚的精品文化效应，着力打造具有巴马地方特色的文化精品，展现巴

马的精神图谱，外界认识和研究巴马、投资巴马、参与发展巴马的良师益友。“仁

寿巴马丛书”编撰工作自2015年正式启动，2016年推出第一辑共三卷，分别为论

文卷、诗词卷、散文卷。丛书作者深入研究，潜心思考，刻苦创作，齐心协力，精

益求精，将严谨治学的思想、丰富多彩的想象贯穿于编撰全过程，出色地完成了第

一辑的编纂任务。从第一辑的成果来看，论文卷充分体现了学术严谨性，具有较强

的前瞻性、指导性和实践性；散文、诗词卷基本做到了突出大众化，力求语言生

动，内容紧扣巴马实际，展现巴马历史人文之美、生态山水之美、社会和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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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寿巴马丛书”第一辑出版了，这是巴马文化建设的一个新开始、一个阶段

成果，其主要价值在于为人们提供认识、了解巴马的一个蓝本，也是为人民群众提

供一份资料。丛书汇集了专家学者、艺术家们呕心沥血的成果，在此，感谢他们为

编纂“仁寿巴马丛书”所做出的贡献。同时，我们清楚地知道，由于时间和空间的

因素，关于巴马的文化研究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前述所及的问题还没有完

全解决，我们希望广大专家学者继续关注巴马、支持巴马，也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

批评指正。愿此套丛书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为建设美丽幸福新巴马、建设巴马长寿

养生国际旅游核心区增光添彩。

仁寿巴马丛书编撰工作委员会

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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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方的科学发展必须在发展过程中很好地遵循经

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按照科学的理论谋划地方

的发展。努力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行，在创新中发

展。每一次前进，都是理论指导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的前

进；每一段发展，都是理论指导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的发

展。巴马瑶族自治区县成立60年来的奋斗历程可以证明。

本书经过近一年的酝酿积蓄，经过县内外专家、学者

的深入调研、辛勤笔耕，经过编委会的认真审核、斟酌筛

选，终于结集出版。适逢巴马瑶族自治县成立 60 周年之

际，这部论文集无疑具有历史性的开创意义和里程碑式的

作用。它不仅展示了巴马几年来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丰

硕成果，更填补了巴马综合性理论实践研究论文集编辑出

版的一项空白，为60周年县庆大典献上了丰富厚重的智慧

大餐，为把握巴马工作规律，找准工作主要矛盾，破解发

展难题，推进巴马科学发展的决策和举措提供科学依据。

《探索与前行》内容涉及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这是专家学者近几年来不

懈努力、艰苦探索、积极创造的最新成果。所选的论文，

一部分是由自治县社科联、县委党校等单位向区内本系统

专家、学者发出邀请调研撰写的，还有一部分是县外专家

自由撰写投稿的，也有的是从网络筛选的。这些论文都能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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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做到贴近巴马、立意深远、观点新颖、资料翔实、论证充分，总结巴马科学发展

的经验，探寻巴马科学发展规律，破解巴马科学发展难题，探寻巴马科学发展新

路，研究巴马科学发展方略，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价值，对巴马的科学发展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

翻阅《探索与前行》，墨香扑鼻，明理益智。虽不完全是字字珠玑，却也篇篇

倾情；虽不完全是句句深刻，却也篇篇入理。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作者对巴马的关

注、关心与关爱。一种真实、感人、启迪、开悟的感觉油然而生。贴地的素材、朴

实的描述、鲜明的见解、丰富的思想，凝聚着专家、学者和作者们的智慧、心血与

汗水，凝聚着专家、学者和作者对巴马科学发展事业的思考、热忱与关怀。在《探

索与前行》付梓之际，向关心、支持《探索与前行》编辑出版的各位专家、学者、

作者和各级领导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谢意！但愿《探索与前行》的出版，能够为各级

各单位的科学决策、资政辅政当好参谋，为干部群众的实践探索、执政施政当好助

手，为巴马的科学发展献智献力。

《探索与前行》编辑部

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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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前行

关于创建国家级广西巴马健康长寿养生胜地
推进桂西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探索

李甫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举措一个接着一个出台，推动改革开

放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不断创造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又一个奇迹。就区域开发

的重大改革来说，国家相继创办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高新园区、改革试验区、沿

海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和口岸、保税区等，进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

老工业基地等重大战略举措。如今，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推进城乡发展

一体化。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开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

局面，探索具有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的现代化路子，逐步改变广西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我认为需要在巴马长寿旅游已经取得骄人成绩的基础上，把盘阳河流域长寿带建设成

为世界上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国家级健康长寿养生胜地。特区、开发区、实验区主

要是创造物质文明，给人们带来物质财富；而创办养生胜地主要是创建生态文明，给

人们的生命带来健康长寿。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经过30年快速发展，已经跻身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之后，生态文明建设也日趋紧迫地摆到我们的面前。因此我认为，创建国家

级广西巴马健康长寿养生胜地，是时代的要求，是中华民族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种创

举，是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尝试。因此，需要把巴马健康长寿养生胜地当作国家

在广西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生态文明建设项目来建设，当作扶贫开发模

式重大创新项目来实施，当作自然保护区建设中以保护人类生命健康长寿为目的的长

寿生态保护区来加以保护，当作国际性中老年人康复、度假、养老、游玩的天堂来加

以创建。

那么，怎样来开发建设国家级广西巴马健康长寿养生胜地呢？我认为需要从县

级、地市级、自治区级和国家四个层面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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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县级层面来思考

当前亟须以巴马为依托，把巴马的长寿旅游、东兰的红色旅游和凤山的世界地质公

园旅游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旅游区，作为创建国家级广西巴马健康长寿养生胜地的基础。

从历史上看，东巴凤（即东兰、巴马、凤山，全书简称同此）是天作之合。在土

司时代，凤山分属泗城土司和东兰土司，巴马分属东兰、凤山、田州土司。改土归流

建县后，巴马分属东兰、凤山辖区（民国时期曾设万岗县，新中国成立后撤销），并保

持到巴马瑶族自治县成立。在革命战争年代，东巴凤是连片的右江革命根据的腹地，

壮、瑶、汉等各族同胞心连心，肩并肩，为共同的革命目标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是

同甘苦、共患难的战友和兄弟，地连成一块，心连成一条。

就现实发展机遇来考察，对东巴凤是天赐良机。从宏观角度来评估，东巴凤三县旅

游资源不仅有共同的特色，如都属盘阳河流域长寿带、革命老区和喀斯特地区，而且互

补性很强：巴马是盘阳河流域长寿带的核心区域，东兰是红色旅游的重地，凤山是世界

地质公园，三者合一，就能成为一个天造地设的旅游天堂。令我感到着急甚至痛心的

是，每次我回到东巴凤，看到的是三个县“各敲各的鼓，各打各的锣”，还没有合成一股

劲，拧为一股绳。在这方面，巴马应高姿态、高风格、当榜样。在残酷的革命斗争岁

月，东兰当老大哥，团结东兰、凤山各族兄弟，不怕牺牲，冲锋在前，把革命的烈火燃

烧到桂西大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现在搞旅游开发，巴马可以

利用自身优势，主动团结带动兄弟姐妹，共同把东巴凤建设成为给各族人民带来社会和

经济效益，给中外旅游者带来声誉的世界著名的养生胜地。为了把东巴凤整合成为一个

功能更大、效益更好的著名养生胜地，我建议要运用市场经济手段，由三个县联合组建

东巴凤旅游总公司，下设东兰、凤山分公司，统筹东巴凤旅游的经营管理和开发建设。

二、从地市级层面来考察

亟待把巴马世界长寿之乡与乐业—凤山世界地质公园连接成为国家级健康长寿养

生胜地和国际长寿生态旅游目的地。

盘阳河流域长寿生态资源，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时代人间宝贵的自然财富。

作为已经掌握了现代科学知识的开发者，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来

开发利用这一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资源，使之万代长存、永续利用。如果因为开发失

误，如客流量超出客容量，水、空气、土壤被污染，植被遭受破坏而导致长寿生态消

失，我们这一代人就成为不可饶恕的千古罪人。因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把长寿资源

开发纳入科学的轨道。我们在研究巴马长寿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必须看到与巴马长

寿之乡山水相连的还有一个乐业—凤山世界地质公园。这是广西首处世界地质公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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