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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画好党建引领同心圆

石榴树根深叶茂

国庆前夕，塔城地区新城街道哈尔

墩社区居民沙勒克江·依明家的小院内

人头攒动。沙勒克江一家三代，附近汉

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社区居民，以

及慕名而来的游客相聚于此，共同参加

升国旗仪式。

伴随嘹亮的国歌声，人们肃穆注视

着国旗缓缓升起。编号“168”——这是

小院里升起的第 168 面国旗。

沙勒克江家客厅正中央，摆放着一

张全家福。祖孙三代坐在一起，右手持

五星红旗，放置在左胸口。“这是我们家

拿五星红旗的习惯动作，寓意祖国在我

心中。”谈起自己与国旗的缘分，沙勒克

江回忆，20 世纪 50 年代，解放军进驻塔

城之初，他的父母将家里的 4 间房子腾

出来给子弟兵住，“我们处得像一家人”。

当 时 ，年 幼 的 沙 勒 克 江 印 象 最 深

的，是每天都能看到五星红旗在屋顶上

飘扬。“国旗升起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华

民族的家园。”

“几十年来，党带领我们过上了好

日子。我不仅要带动家人，更想感动身

边更多的人爱党爱国爱军。”沙勒克江

说。200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 60 周

年，时年 63 岁的沙勒克江和家人第一次

在自家小院升起国旗。15 年来，每逢国

庆、春节、古尔邦节等重大节日，沙勒克

江一家都会在小院举行升国旗仪式。

沙勒克江一家的故事，是新疆各民

族同心向党的缩影。在新时代党的治

疆方略引领下，新疆各族群众生活发生

巨变。2023 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投

资、消费、进出口、财政、居民收入等 6 项

主要指标增速均位居全国前 5 位。过上

好日子的各族群众，始终将党的恩情牢

记在心。

“亚克亚克西，什么亚克西，这里的

香梨亚克西，民族团结亚克西。”走进库

尔勒市朝阳街道团结社区，社区居民自

发成立的“石榴籽艺术团”正在表演节

目。来自维吾尔族、蒙古族、汉族等多

个民族的成员，手持小提琴、弹拨尔、手

鼓、都塔尔等乐器，以自己的方式歌唱

着美好生活。

“团结社区成立于 2003 年，是由多

个老旧小区改造而来的多民族群众互

嵌式社区。刚好有 56 栋楼，我们就取名

为‘团结社区’。”社区居委会主任于忠

慧介绍道。多年来，团结社区探索“党

建+红石榴籽家园”网格化服务模式，提

高社区公共服务能力。

社区居民玛莉亚·艾拜都所在的楼

栋，生活着多个民族的居民。“大家生活

在一起，就是一家人，谁家有困难都一

起想办法。”前几天，有邻居反映小区垃

圾箱设置不合理，作为“党员中心户”的

玛莉亚及时在每月一次的联席会议上，

将这一问题反映给社区党委。没过几

天，物业公司就前来协助解决了问题。

党建引领下，各民族共居、共学、共

事、共乐，血浓于水、手足相亲的故事不

断上演。

行走在团结广场，“石榴籽艺术团”

的歌声久久回荡：“从素不相识成为好

兄弟，从不相识成为好姐妹，感恩祖国

感恩党，幸福安宁全靠你……”

绘就文旅融合新画卷

石榴花红遍天山

天山西段北麓，秋日的赛里木湖仿

若人间仙境。游客一边欣赏“大西洋最

后一滴眼泪”的旖旎风光，一边沉浸在

蒙古族马头琴的悠扬旋律和哈萨克族

阿肯弹唱的深情歌声中。

向 南 跨 过 天 山 山 脉 ，步 入 喀 什 古

城，仿佛踏入一个“民族风情博物馆”。

麦西热甫的热情奔放、巴扬琴声的婉转

悠扬、黑走马舞蹈的豪迈矫健……各民

族文化在这里交融，传递着幸福生活的

温暖与喜悦。

新疆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共生的

家园。在这里，壮丽的自然景观与民族

多元文化交相辉映。“旅游不仅是自然

景观的展示窗口，更是传播民族文化的

重要平台。”赛里木湖景区管委会副主

任吴兰说。

在新疆，56 个民族共同孕育了超过

5600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瑰

宝 ，作 为 中 华 民 族 共 有 精 神 家 园 的 见

证，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探寻与体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

市红旗农场的毡绣·布绣展览馆内，毛

毡帽、羊毛地毯、床毡等产品摆放整齐，

花纹繁复、色彩艳丽，彰显浓浓的民族

特色。

“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哈萨克族毡绣和布绣。我们将非遗文

化融入抱枕、地毯等产品，欢迎大家选

购。”展厅一侧，哈萨克族姑娘都曼古丽

身着民族服饰，透过手机屏幕向直播间

里的消费者介绍非遗制品。

哈萨克族毡绣和布绣，是当地群众

家中常见的装饰。近年来，红旗农场成

立毡绣和布绣产业孵化园，开辟网络直

播、现场展示等多元销售渠道。如今，

这些传统民族手工艺品早已走出家门，

受到全国各地群众的喜爱。

市场推广紧跟时代步伐之余，哈萨

克族毡绣和布绣第四代传承人库拉西，

还在探索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融合之

路。“这是我用一个月时间制作的挂毯，

已经被上海的客户预订 。”库拉西说 ，

“ 我 们 将 传 统 技 艺 和 家 居 软 装 结 合 起

来，设计研发新的文创产品。”她还专门

前往江苏苏州学习，将苏绣针法与哈萨

克族传统针法相结合，创造出的产品令

人眼前一亮。

如今，库拉西牵头成立一家刺绣合

作社，带领 60 多名绣娘开启创业之路，

每年生产毡绣、布绣产品面积达 1000 平

方米。她们在创造“指尖经济”的同时，

也“绣”出一条文化传承与创新之路。

绣娘手指翻飞，针线灵巧地在毡布

之间穿梭，仿佛被赋予生命。一朵朵红

艳艳的石榴花渐渐成形，象征团结与幸

福的花朵悄然绽放。

唱响共同富裕幸福歌

石榴果千里飘香

一条从北京传来的喜讯，让伊犁哈

萨克自治州伊宁县一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陷入欢腾——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表 彰 大 会 上 ，该 园 区 一 家 企 业 被 授 予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

伊宁县位于伊犁河谷西部，是薰衣

草优质产区。2016 年起，伊宁县对该园

区开展综合治理，曾经的荒漠变成占地

2.2 万亩的薰衣草产业基地，吸引大批

游客前来参观，当地群众在家门口端起

“金饭碗”。

园 区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农 忙 时 ，

日用工量达 3400 人以上，为当地 33 个

少 数 民 族 聚 居 区 群 众 提 供 了 大 量 就

业 机 会 ，实 现 经 济 效 益 与 社 会 效 益 的

“双赢”。

51 岁的西梅种植产业工人张艾米

乃，是这一项目的直接受益者。“在这里

工作不仅收入稳定，园区还经常组织各

民族员工交流互动，让我们感受到家的

温暖，生活特别有奔头。”

“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

场 ，戈 壁 沙 滩 变 良 田 ，葡 萄 瓜 果 甜 又

甜 ……”一 首 经 典 的《我 们 新 疆 好 地

方》，唱出这片土地的富饶。“三山夹两

盆”的独特地形，将这里的光热和水土

调 节 得 恰 到 好 处 ，农 副 产 品 名 扬 四

海 。 各 族 人 民 团 结 一 心 ，将 特 产 变 宝

藏 ，将边疆变乐园 ，共谱幸福曲 ，共唱

致富歌。

金秋九月，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的 12 万亩酿酒葡萄迎来丰收。焉耆

回族自治县一家葡萄园内，年轻的维吾

尔 族 夫 妻 依 卜 拉 依·图 尔 贡 和 阿 提 古

丽·依米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夫妻二人已在葡萄园工作 2 年，每

年春天培土、播种，丰收时采摘葡萄、修

剪葡萄架，农闲时参与葡萄园的文旅项

目，一年四季忙得不亦乐乎，去年共收

入 6 万余元。今年，夫妻二人承包了 60

亩葡萄园，小家庭的生活蒸蒸日上，日

子像园里的葡萄一样甜蜜。

“我们企业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

家庭，维吾尔族、汉族、蒙古族和回族职

工在一起工作生活。”葡萄园负责人王

小军介绍。

两年间，来自各民族的同事们成为

亲密的朋友。今年中秋佳节，依卜拉依

一家是在葡萄园度过的。“大家投壶、猜

灯谜，孩子们也在一起玩耍，唱歌跳舞

特别开心。”依卜拉依回忆道。

吐鲁番的葡萄、库尔勒的香梨、若

羌的红枣……在新疆，各地聚力发展特

色产业，不仅打造出一张张金色名片，

更让天山南北的各族群众更加紧密地

连在一起、融为一体。踏上共同富裕的

现代化之路，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深扎根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 我 们 的 石 榴 ，亚 克 西 ”
—新疆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建设美好新疆纪实

■本报记者 陈 列 于心月 张笑语 实习记者 刘颖函

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写在前面

千房同蒂，千子如一。从开花结果到籽粒成熟，石榴籽都紧紧地抱在
一起，象征着和谐相处、亲密无间的团结力量。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各族人民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石榴”成为我国民族团结的写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画卷铺
展在中华大地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片占国土面积近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生活着 56
个民族，是我国民族成分最全的省级行政区之一。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浓墨重彩地书写着中华民族灿烂文化。

“民族团结一家亲号”特快旅客列车跨越 7个地州，平均每天输送上千
名干部职工到新疆各地“探亲”帮扶；菁菁校园，库尔勒市梨香小学学生与千
里之外的河北省石家庄市3所共建小学同上一堂课，讲述民族团结故事；互
联网上，柯尔克孜族牧民阿布都加帕尔·猛德帮助游客摆脱困境后，骄傲地
亮出胸前的党员徽章……天山南北，各族群众心手相连的故事不断上演。

金秋，正值石榴成熟的季节，记者跟随“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主
题采访团来到新疆。拳头大小的石榴鲜艳夺目，用甘甜的汁水迎接各地
游客。大街小巷，火红的石榴映照着各族群众的笑脸，果农的叫卖声不绝
于耳：

“我们的石榴，亚克西（维吾尔语，意为‘好’）！”

跨越千年的守护
■本报记者 于心月

站在新疆乌什县别迭里烽燧下，

风从耳畔呼啸而过。编号尾数“0001”
的石碑道出了这座烽燧的特别之处：

这里是万里长城最西端。向东望去，

烽燧仿佛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遥相

望。千百年来，一座别迭里烽燧，见证

了新疆与内地的血脉相连。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张

骞、班超、林则徐、左宗棠等许多耳熟

能详的人物故事在这里展陈，讲述着

中华民族波澜壮阔历史的新疆篇章。

如今，行走在天山南北，新疆各

族人民积极融入现代化建设的脚步

未停。共建“一带一路”，新疆 20 个国

家一类口岸车水马龙，再现当年丝绸

之路的辉煌；“西电东送”工程，国家

第一批“沙戈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源源不断向疆外输送绿电，服务保障

国家能源安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阻击战，每年春天新疆各地万人植树

场面震撼人心，让祖国边疆绿色长城

变得更加牢固……这片占中国近六

分之一土地上的人民，始终与祖国同

呼吸、共命运。

定格幸福的笑脸
■本报记者 张笑语

从帕米尔高原的巍峨雪山，到赛

里木湖的碧水蓝天，再到伊犁河谷的

薰衣草田，新疆每一处风景都昭示着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然而，比这些自

然风光更动人的，是一张张洋溢着真

诚与温暖的笑脸。

在喀什老城的石板路上，维吾尔

族老人用那双布满岁月痕迹的手，向

记者展示精美的手工地毯。他的笑容

里，既有对传统的坚守，也有对生活的

热爱。

在现代化的水果种植基地，来自

不同民族的工人们有条不紊地为西梅

树修剪枝叶。他们的笑容里，既有对

当下的满足，也有对未来的期许。

在新疆，各族居民虽身着各异的

民族服饰，说着不同民族的语言，但每

当目光交汇，大家不自觉间绽放的笑

容，瞬间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从这些真诚的笑脸中，我看到，民

族团结并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修饰，它

体现在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每一次真

诚的交流中。各民族群众质朴无华的

笑脸，就是民族团结的最好见证。

跑好历史的接力
■本报实习记者 刘颖函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

开拓进取。”走进新疆兵团军垦博物

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 16 个大字的

兵团精神。70 年前，第一代兵团人用

坚定的意志拓荒滩、战风沙，在祖国的

西北边陲构筑起生命的绿洲。

70 年后，天山南北焕然一新。葡

萄酒、香料等特色产品打出新名片，曲

子戏、迷糊戏等传统文化唱响新生

活。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各民族群众

心连心，共同为新疆发展贡献力量。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

子孙”，这是军垦战士的无悔誓言；“有

民族团结，才有祖国的大好山河”，这

是维吾尔族中学生沙依旦·伙加艾哈

买提发出的年轻一代的声音……多年

来，民族团结的种子早已深深扎根在

这片辽阔土地上，民族团结的意识也

流淌在各族人民的血液中。时光荏

苒，民族团结之花竞相绽放，建设祖

国、守卫边疆的接力棒在一代代青年

手中接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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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

五家渠市红旗农场民族刺绣工作室，绣

娘正在制作毡绣。

本报实习记者 刘颖函摄

图②：库尔勒市朝阳街道团结社区“石

榴籽艺术团”成员在团结广场排练歌舞。

本报记者 于心月摄

图③：喀什地区青少年交流活动

中，汉族儿童和维吾尔族儿童同写书法。

喀什地委宣传部供图

图④：9月 24日，满载新疆鲜食葡萄

的国际冷链专列从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

始发。这标志着“产地集货+冷链班列”

跨境物流模式正式落地新疆，为当地优

质产品打通直达东南亚国家的冷链物流

通道。

新华社记者 王 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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