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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上海地铁人民广

场站站长熊熊给出答案——

在地铁音乐角，以民族音乐、非遗

乐器为载体，运用马头琴、民族舞等艺

术表现形式，呈现一场场视听盛宴；在

地铁中心展台和文化长廊，一幅幅先锋

模范、大国工匠的宣传画，一件件神舟

飞船、古代沙船的模型，成为乘客了解

中华文化的窗口；在疾驰的“民族团结

号”文化列车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理念在日均百万人次以上的地

铁车厢内“春风化雨”……

如今，被誉为“城市第二空间”的上

海地铁人民广场站，成为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的阵地，汇聚着各民族文化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的万千气象。

从 历 史 走 向 未 来 、从 传 统 走 向 现

代、由多元汇聚一体，文化认同始终是

民族团结的根脉。

海边抢“花炮”，河上“独竹漂”，篮

球场“采珍珠”……第十二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丰富的竞赛项

目 引 人 入 胜 ，赛 场 刮 起 浓 浓 的“ 民 族

风”。170 个极具特色的表演项目，也让

观众一睹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这 是 体 育 的 盛 会 ，更 是 团 结 的 舞

台 。 以 赛 会 友 ，体 育 盛 会 打 开 交 流 之

门，拉近心与心的距离，也让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植根心田。

赣鄱大地，“古村跑”“共同的家”文

化惠民演出不断增强群众认同感；彩云

之南，千年黑陶技艺走向世界，展现中

华文化之美；中原大地，一个个融入多

民族舞蹈、器乐、典故等元素的文艺节

目，惊艳刷屏……以古为新、弦歌不辍，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更加有形

有感有效，中华文化焕发蓬勃生机。

位于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的蒙古

族刺绣产业园车间里，来自蒙古族、汉

族、朝鲜族、达斡尔族的绣工们各显身

手。指尖起落间，一朵朵栩栩如生的蒙

绣花纹悄然绽放在绸缎上。不久后，这

些蒙古族刺绣作品会在各大城市的线下

门店展览销售，成为助力百姓致富的新

产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新名片。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

之美，谓之华。”自嫘祖缫丝起，到后来的

湘绣、蜀绣、苗绣、蒙绣……丝线经纬，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织锦绣中华。

45 岁的蒙古族绣工哈斯其其格坐

在绣架前飞针走线，一会儿工夫，绣布上

便勾勒出一颗圆润饱满的石榴，这是她

最擅长绣的图案。她为作品中的每一颗

石榴都绣上 56 颗籽，在她心目中，石榴

象征着民族团结，也象征着幸福美满。

文化相通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达西展览馆、中华文化馆、石榴巷、

馕街……冬日，在新疆尉犁县红色达西

景区，来自各地的旅游大巴整齐停放，游

客们接踵而至。

尉犁县素有“沙漠明珠”之称，塔里

木河从这里流向罗布泊尽头，塔克拉玛

干沙漠与它相依相偎。近年来，该县通

过文旅融合带动产业发展，各族群众持

续增收，日子越过越好。

在馕街，为满足游客多元需求，经营

者研发了干果馕、玫瑰花馕、辣皮子馕、

黑麦馕等品种，深受游客喜爱。40 岁的

喀哈尔·喀日每天往内地寄送烤馕 100
多公斤，加上实体店销售，日营业额达七

八千元，“很多游客和我们保持长期联

系，经常线上购买。”

拥有世界最大的原始胡杨林保护

区，营盘古墓、兴地岩画、太阳墓遗址、

孔雀河烽燧群等丝路文化古迹遍布境

内……立足资源禀赋，近年来，尉犁县

发展全域旅游，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和旅游发展双提升。

“不用敲门，随便进来。”尉犁县达西

村村民阿不力克木·木沙家欢迎每一位

陌生来客。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天南海

北的游客围坐一起，热络交流。“旅游为

村民带来财富和见识，是我们和其他省

市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阿不力克木

说。

从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维吾尔族

姑娘迪丽胡玛尔回到故乡达西村。当地

农户制作的小奶馕，每天通过迪丽胡玛

尔的线上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罗布麻茶、罗布麻蜂蜜、库尔勒香

梨、若羌红枣、昆仑雪菊……总面积近

3000 平方米的尉犁县直播基地，100 多

种优质特产整齐排列。每天，约 20 位主

播在基地或商品原产地进行直播。

“政府的资金扶持和电商培训，为达

西村搭建连接外部世界的平台，帮助不

少村民解决就业问题。”迪丽胡玛尔说，

近年来，新疆优化电商发展环境，全区掀

起发展农村电商的热潮。县委书记、县

长成为电商小组负责人、服务站站长，带

领村民发展电商。

1997 年从四川来到达西村的王晓

红，放下锄头，拿起鼠标，潜心学习网店

经营和直播。如今，她已成为尉犁县电

商协会负责人，帮助更多乡亲通过直播

走上致富路。

去年 6 月，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

览会上，尉犁县罗布麻产业链系列产品

集中亮相，广受好评。

近年来，生长在沙漠中的植物罗布

麻成了当地群众致富的“金苗苗”。2021
年以来，结合防沙治沙要求，尉犁县集中

力量发展罗布麻产业，从人工种植到纺

织、康养药用、旅游发展，多个产业吸引

10余家企业前来投资洽谈。

“让沙漠‘生金’，尉犁县已经实现罗

布麻全产业链完整运营。”尉犁县相关负

责人介绍，罗布麻产业每年可创造数十

亿元经济产值，带动周边万人以上劳动

力就业。

电商“走进”农户家，农货“飞出”天

山外。当地特色产业带动居民就业、农

民持续增收，“沙漠明珠”换了新颜。

（新华社记者 任沁沁、顾煜、阮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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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榴 花 开 幸 福 长
—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感悟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单慧粉

“每救治一名少数民族同胞，就能幸福一个家庭，就会种下一颗民族
团结的种子。15年执着奔赴，15年播撒大爱，空军特色医学中心对口帮扶
西藏察隅县人民医院医疗队先后诊治 25万名患者，和当地群众成了同气
连枝的亲人手足。”

2024年岁末，北京人民大会堂内，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报告会
举行，8名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个人代表，深情讲述他们一心向党、团结奋
斗、投身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感人事迹。

走上讲台的代表们，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模范践行者，也是各民
族团结奋斗的一线见证者。2024年 9月 27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

会举行，352个模范集体、368名模范个人受到表彰。这是首次以党中央、
国务院名义开展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表彰。习主席出席大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深入阐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
趋、历史必然，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新征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总体要求，为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党
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时代新征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展现出新气象、新风貌，“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温情画面不断
涌现，一幅推进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画卷在中华大地徐徐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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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好青年，为你点赞。”

“凭一己之力挽救两个家庭，传播

了大爱大义。”

……

报告会当天，在湖北省监利市自主

创业的维吾尔族青年玉苏普江·艾比布

拉，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代

表登台发言。当他通过直播分享个人经

历，讲到自己不识水性却“两天连救三人”

时，直播间留言区被网友的点赞刷屏。

28 岁的玉苏普江来自新疆和田，几

年前到湖北监利创业。2022 年 4 月的

一天，玉苏普江正在监利市鄢铺渡口长

江沙滩上摆摊烤肉，突然发现一名小男

孩在江水里挣扎。玉苏普江不会游泳，

但他没有犹豫立即冲进水里，拼命将落

水男孩推向岸边。第二天，相同地点又

有一对母子落水，玉苏普江再次冲入水

中，将母子二人救上岸。

“作为一名出生在新疆、成长在内地

的维吾尔族青年，我对‘中华民族一家

亲’的感悟很深。”在报告会现场，玉苏普

江回忆道，初到湖北时，人生地不熟，他

一度迷茫。当地相关部门主动伸出援

手，帮他选门店、办手续、减免租金，扶持

他开起烧烤店。“逢年过节，监利市民纷

纷邀请我去家里做客，让我感到特别温

暖。这两次救人，我就是出于本能做了

该做的事。”玉苏普江说。

同顶一片天，同耕一垌田，同饮一

江水，同建一家园。幸福生活的背后，

正是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在生活着 13 个民族的内蒙古赤峰

市松山区兴安街道临潢家园社区，最热

闹的地方就是“民族团结之家”。在这

个社区居民活动大厅里，展示着居民们

的民族服饰、孩子们的“爱祖国”主题绘

画作品。各族居民经常聚在一起，挥毫

泼墨、切磋棋艺、分享美食。

“全面准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

快建设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

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中华一家，

情深意长。近年来，各地推动建立相互

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从邻里

节、百家宴，同吃一桌饭、共增民族情，

到“村 BA”赛事等打造各族群众广泛交

往交流交融的新载体，“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民族团结格局不断巩固，中华

一家亲的佳话不胜枚举。

“壮家生来爱唱歌，这边唱来那边

和 ，山 歌 声 声 伴 酒 喝 ，春 夏 秋 冬 都 快

乐 ……”广 西 南 宁 市 良 庆 区 良 庆 镇 蟠

龙 社 区 ，一 阵 悠 扬 的 歌 声 从 社 区 文 体

活动室传来，洋溢着欢快的气息。

蟠龙社区常住人口 2.7万人，居住着

汉、壮、瑶和仫佬等多个民族，其中少数民

族人口约占三成，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社

区。“多元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汇交融，迸发

出蓬勃生机。居民常常会带来侗琵琶、壮

族八音等民族乐器，大家在演奏排练中其

乐融融。”蟠龙社区相关负责人说，去年，

社区居民委员会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集体”，大家备受鼓舞，团结互助、相

亲相爱的氛围更加浓厚。

情感相亲

“壮家生来爱唱歌，这边唱来那边和”

“36年间，我骑坏了 5辆摩托车，磨破

了 160 多个邮包，穿烂了 560 多双胶鞋。

脚下这条邮路，我要一直走下去……”

事迹报告会上，来自云南怒江的傈

僳族邮递员桑南才话音未落，现场已掌

声雷动。

“村村寨寨很分散，以前没有公路，

全靠双脚把邮件送到。”桑南才回忆。随

着脱贫攻坚任务胜利完成和乡村振兴战

略全面推进，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发生可

喜变化：江上 42对溜索改造成 36座跨江

桥梁，怒江、澜沧江、独龙江上建成各类

跨江桥梁 160 多座；怒江美丽公路连通

沿线 3 个县市 19 个乡镇 30 余万群众，州

内 272个建制村全部通了硬化路。

桑南才不用再徒步走山间小路，换

成了驾驶摩托车投递，“如今，我的邮包里

除了信件和报刊外，更多的是衣服、食品

等生活用品，包裹量也从最初的每月两三

百件增加到 5000多件。这是各族群众安

居乐业、享受美好生活的最好证明。”

云南独龙江乡大山深处有了 5G 网

络信号；鄂伦春族群众走出高寒禁区，

看病不再愁……党的十八大以来，420

个位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县全部脱

贫摘帽，28 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整

族脱贫，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

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一体发展，经济活力更足——

拉 林 铁 路 上 ，复 兴 号 列 车 穿 过 山

峁，同江河擦肩，疾驰在辽阔的雪域高

原上。“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西部

陆海新通道，以各西部省区市为关键节

点，利用铁路、海运、公路等运输方式，

通达世界各地。

近年来，中央财政少数民族发展资

金落实落地，支持特色产业发展等项目

2.4 万多个。各地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

强，各族儿女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一起

跑出“加速度”。

增进福祉，民生保障更暖——

在雪域高原，“电力天路”编织起一

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民生网”；在

内蒙古草原，各族儿女携手实现从“沙

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生态巨变……

一项项民心工程、一件件惠民实事，为

各族儿女托起稳稳的幸福。

支援帮扶，社会保障更普惠——

24 年来，河北保定学院支教服务队

队员响应国家号召，奔赴塔克拉玛干沙

漠最南端的新疆且末县任教，点亮少数

民族学子的梦想；“蓝天军医”对口帮扶

西藏察隅，建医院、救病患、传技术、育

人才，被各族群众誉为“兵门巴”（藏语，

意为“解放军医生”）……

在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中，不仅

有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帮扶的“闽宁模

式”，广东珠海与云南怒江对口帮扶、守

望相助的“江海情深”，还有对口援疆、

对口援藏中结成的数不清的“亲戚”、留

下的讲不完的故事。

尼洋河畔，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集体”的消息传来，西藏林芝市

巴宜区嘎拉村一片欢腾。每年春天，遍

布嘎拉村的上千株野生桃树竞相开花、

灿若云霞，故又得名“桃花村”。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

都要过上好日子！”近年来，这个汉、藏、

珞巴等多民族群众聚居的村庄积极发

展“桃花经济”，每年接待游客近 15 万人

次，各族群众生活越发红火。

生活相依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

一线见闻

1月 1日，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

市启动迎新年冰雪那达慕系列活

动。开幕式上，国旗方阵、守边牧民

方阵、博克方阵等 10 个民族特色方

阵依次登场，各地游客在冰雪间探

寻北疆文化。

图 为 当 地 群 众 进 行 马 术 表

演。

包宝音德力格尔摄

冰雪那达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