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州市八步区贺街镇孔庙。

八步区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早
在汉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立临贺县，
至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仅“八步”这一地名，
就有清嘉庆年间八户广东客商临江河畔建立商
业点形成“八铺”、江岸建八个小埠头称之为“八
埠”、八处自然盛景简称为“八宝”以及清朝嘉庆
年间粤商们捐资建造“八步会馆”等不同典故。
典故与古韵交融，八步区的文旅产业发展和全
力东融也有了更多可能性。

保护开发临贺故城，配套打造文旅亮点。
临贺故城始建于西汉元鼎六年，是广西已发现
的西汉四大城址中唯一保存完好的历史古城。
其中的寺庙、祠堂、石板街、码头及水门等古迹
吸引全国各地的学者、专家以及游客前来研究
观赏。

八步区也特别加大了对临贺故城的保护、
修复、开发力度。先后筹集资金5000多万元，
用于古城墙的重建、蒋家大院的维护、复古道
路的铺设等；投入3000多万元打造“国学教育
基地”，建设占地 3665平方米的贺州文庙；此
外还计划总投资 26.9 亿元推动宗祠文化与互
联网、旅游、宗族企业、农耕文化等关联产业融
合发展。

深入研究潇贺古道，系统释放文旅活力。
潇贺古道又名秦建“新道”，最初建成于秦始皇
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冬，打通了中原和岭南
的交通障碍和文化阻隔，促进民间商贸、农业、
人口、民俗、建筑等交流，是实现不同地域、不同
民族、不同文化的族群互动的“文化通道”。

据了解，潇贺古道沿线生活着瑶、汉、壮、
苗、侗、彝等 10余个民族，各民族在文化上彼
此吸收借鉴，古道沿线还有刘仙娘、盘古、龙
王、关帝等神灵及其庙宇。地方政府同业内专
家学者以此为基点深入研究，持续推动了经济
融通、人文交流，从而更大程度激发文旅融合
发展的活力。

时至今日，八步区在历史文化资源上，已
经形成了古通道文化、古城镇文化、古村落文
化、古寺庙文化等多位一体的文旅发展新格
局。通过多维度、深层次的打造，为游客提供
优质的文旅体验，也借助历史文化促进全力东
融的新进程。

挖掘历史底蕴
多维打造品质文旅体验区

八步区位于广西东北部，地处湘、
粤、桂三省(区)交界处，是大西南通往
粤、港、澳的便捷通道，连接东西、贯穿
南北。区域内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光照
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温度 19.9℃，山
水风光秀丽，适宜观光旅游。这里有丰
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在打造全域文旅品
牌上，八步区善于融入和大力发展民族
文化，焕发出“八方融合、步步图强”的
城市活力。八步区委书记雷少华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道：“八步是一个有着
12个民族同胞共同生活的多民族集聚
区，我们把民族团结进步作为全局性工
作、战略性任务、基础性事业、生命线工

程来系统谋划，带领八步区各族人民群
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打造
了民族团结东融品牌、文化品牌、社会
治理品牌，以及“湘粤桂”省际民族示范
创建品牌，构建点面结合、相互支撑、优
势互补的民族融合与文旅融合全覆盖
创建格局，34个少数民族村和生态乡村
得到了不同程度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的
思想基础、物质基础和法治基础不断夯
实，加快推进高质量打造贺州全力东融
重要门户。”

在诸多区位优势的赋能下，八步区
打造并完善了立体化的全域文化旅游和
康养产业，成为公认的“粤港澳大湾区旅

游后花园”，并于2020年获评为“中国长
寿之乡”、广西全域旅游示范县（区）。

连接交通脉络，跑出文旅产业发展
的新速度。近几年来，八步区在国道
207 线、323 线和桂梧、广贺、永贺高速
公路，贵广高速铁路、洛湛铁路都交会
于此的基础上，以“打造贺州全力东融
重要门户”为目标定位，持续加大投资
改善交通条件，推进连贺高速、信梧高
速公路以及贺州至梧州城际铁路、柳贺
韶铁路等重大交通枢纽项目建设，规划
建设里松至桂岭、里松至大宁、赖村至
桂开等矿山公路，畅通工业产品东输路
径，进一步缔造八步区文旅产业发展的

动力源泉。
依托自然资源，构筑文旅产业发展

的新高度。八步区以自然风光为主的
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南部的信都镇打造
了新兴村枫木寨、北津村岗脊寨、西两
村石西寨自然美的宜居乡村示范点；东
北部的里松镇推出了新华大桶深潭、光
星冲一线天、文汉石拱桥等知名景点；
大宁镇、南乡镇、开山镇则凭借林业资
源、矿产资源、水利资源，结合贺州市长
寿文化元素，推动旅游业、养老产业的
深度融合。时至今日，八步区已经逐步
形成了“一村一品”“一村一韵”的乡村
旅游特色品牌。

作为八步区的代表元素，瑶绣这
一非遗传承项目也同文旅产业紧密结
合在一起。八步区启动了瑶绣创新生
产性保护发展模式，积极探索瑶绣生
产性保护机制。仅2018年到2021年
期间，八步区就争取到自治区项目资
金 400多万元，扶持黄石村国家级非
遗名录瑶族服饰生产性保护基地建成
瑶绣生产车间，探索出了初具规模的
特色文旅体验项目，既带动了村民就
业，又展示、传承了瑶族文化。

其中，被誉为用指尖传承瑶族文
化的绣娘、来自八步区步头镇黄石村
的李素芳，打造了融文创、旅游、瑶族
刺绣体验为一体的“瑶族服饰和刺绣
技艺传承基地”，建成了步头镇黄石村

过山瑶家广西五星级农家乐、“非遗+
旅游”乡村创意工坊等特色项目，以

“公司+基地+农户”创建“前店后村”
的“非遗”生产性保护模式，实现了瑶
绣生产性保护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
巨大变化，形成了以服饰文化宣传为
核心的民俗文化旅游产业链。

在实践发展过程中，李素芳还通
过3种针法、60多种刺绣元素对人形
纹、动物纹、植物纹、祭祀纹等刺绣图
案进行创新创造，顺应时代审美变化
和消费市场需求，分别进行颜色及元
素组合方面的突破，为有着两千多年
历史的瑶绣注入年轻、时尚的“血液”，
从功能性、实用性等多个层面鲜活了
传统文化，衍生出包括服装在内的百

余种深受消费者欢迎的瑶绣产品。
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传承人的坚守下，尊重瑶绣的基本内
涵、弘扬瑶绣的当代价值，推动瑶绣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已经成为趋
势。八步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加强包括瑶族在内的各民族优秀
传统手工艺保护和传承，推动非遗文
化活态保护、活态传承，融入现代生
活，促进经济发展。

如今，瑶绣已经实现了从线下特
色门店陈列到线上电子商网络销售，
与八步区的文旅发展深度交融，借传
统文化魅力为产业文旅打上了一道高
光。前来的游客不仅可以参观瑶族服
饰传承基地，学习瑶族传统刺绣，还能
借此体验瑶族舂糍粑、瑶族婚礼等，感
受浓郁的瑶族民俗文化风情，进一步
赋能八步区文旅产业繁荣。

多方联动，多位一体，当前的八步
区已建成了一批度假村、森林公园、示
范区等A级景区，同时还稳步推进特
色街区、特色餐饮、特色住宿、特色风
景道等多种特色化产品，衍生发展出
康养度假、运动休闲、亲子娱乐、非遗
体验、文创加工等多项旅游新业态，已
形成“特色品牌旅游＋融合新业态“的
现代旅游供给体系。

落实“实干干实，快干干好”“八方
融合，步步图强”的发展要求，秉承“一
轴两翼、轻重并举”的产业发展战略，
八步区高质量打造贺州全力东融重要
门户，努力当好贺州高质量发展的排
头兵和广西高质量发展先进县（区）目
标终会实现，文旅融合发展也终将迈
上新的台阶。

近年来，八步区把民俗文化的开发利用作
为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的延展点，牢记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融入乡
村旅游发展，拉长并拓宽了文化旅游产业链。
打造了集农业观光、民俗体验、风味餐饮、民宿
住宿等功能为一体的步头镇黄石村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同时还加大对壮族舞火猫、瑶族长鼓
舞等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力
度，激发文旅融合新活力，带动民族特色产业壮
大，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彰显民族特色
拓宽文旅产业发展的新广度

近几年来，贺州市八步区在文旅融合发展方面成绩

斐然，为全力东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横跨千年

的临贺故城游客云集，穿越时空的潇贺古道风采依旧，

辖区内山水景观生态优良，依托历史文化和长寿康养旅

游资源打造的产业链条逐步延长。与此同时，在区党委

领导和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八步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将以瑶绣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全新生命力焕发出来。这既是八步区文旅融合的名片，

也是乡村振兴的动力，更是全力东融的具体表现。

此外，八步区还将宗祠文化与互联网、旅游、宗族企

业、农耕文化等关联产业进一步融合，推动了本土文化

和旅游资源的高质量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八步区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论

述，奋力推进文化和旅游真融合、广融合、深融合，实现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并进，形成文旅深度融合新格

局，从而促进八步区快步迈向全力东融新发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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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区位优势 融合创建全域文旅示范区

贺州市八步区鸟瞰图。

▲瑶族服饰组图。

▲贺州市八步区
莲塘镇客家围屋。

弘扬瑶绣文化 全面赋能产业文旅高光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