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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现代化 共绘新图景
——2024全国两会特别报道

“天下没有远方，人间都是故乡……”
自 2013年起，在拉萨河南岸、遥对布达拉
宫的文成公主剧场，大型实景剧《文成公
主》都会吸引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流
传了上千年的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在
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历史如镜，照进现实。当年文成公主
进藏撒下的民族团结种子在古城拉萨生
根发芽、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城关区团结新村罗布曲扎老人连续
8 年照顾严重脑萎缩、丧失劳动能力的从
贵州到拉萨打工的鄢勇及其家人；曲水县
柏林村谢军成夫妇，从甘肃老家引进枸杞
种植技术，义务传授村民，带领村民致富，
成为村里致富带头人和民族团结模范。
像这样的感人事迹在拉萨市还有很多……

近年来，拉萨市先后创建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单位 8家、自治区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单位 2家、市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单位 139家，创建市级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基地 7家。这些示范单位和示范基地，为
拉萨市深化和巩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
作发挥了引领带动作用。同时，坚持评
选、推荐、宣传民族团结模范典型人物、典
型事迹。

多年来，城关区河坝林社区组织各族
群众共同欢度春节、藏历新年、中秋节、古
尔邦节、雪顿节等传统佳节，通过文艺演
出、茶话会、座谈会等各类活动，共话民族
情。家住甲巴康桑大院的次德吉说：“我们
这个院子里汉、藏、回各民族居住在一起，邻
里之间关系和睦，也很团结。”

拉萨市坚持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一项基础
性、长期性任务，融入经济发展、生产生
活、就业创业的方方面面。依托经济开发
区、高新区、文创园区等功能区，积极打造

特色产业，吸引 4.3 万家全国各地企业来
拉萨投资兴业，广泛吸纳各族群众就业增
收。拉萨市将进一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在

“四个创建”“四个走在前列”上担当作为，
锚定民族工作新目标，唱响民族团结主旋
律，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春风化雨、持之
以恒，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拉
萨永远绚丽绽放。

幸福像花儿一样
西藏日报记者 刘琳琳 格桑伦珠

王兰花，一位每日还奔波在志愿服务
路上的古稀老人，用行动践行“志愿吴忠，
行胜于言”，创办的“王兰花热心小组”，可
谓“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内管柴
米油盐，外管纠纷扯皮”。“我今年虽然已
经 75岁了，但从事志愿服务、维护民族团
结的心依然炽热。”王兰花说。

曾在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裕西社区
居委会工作了近 20 年的王兰花，2004 年
退休后，社区居民谁家有困难矛盾，还习
惯找她帮忙出主意、想办法。2005年，王
兰花组织身边 6位爱心人士成立“王兰花
热心小组”，为需要帮助的困难、患病、残疾
人家庭提供爱心援助，义务调解邻里矛盾纠
纷。如今，“王兰花热心小组”从最初的7名
成员已经发展到9万多人。

王兰花告诉记者，“兰花芬芳志愿服

务”队中，有三分之一是少数民族，大家平
日里和谐相处、互相尊重，在开斋节，回族
居民会把粉汤、油香送给大家，在元宵节、
端午节，大家又一同做元宵、包粽子。

裕西社区居民张金霞下岗后，外出谋
生，留下 80 多岁的老母亲和 10 多岁的孩
子没人照顾，生活陷入困境。王兰花经常
带领热心小组的成员上门照顾老人和孩
子，通过争取公益资金为她们解决生活难
题。在外工作 2年的张金霞回来了，王兰
花又帮她在社区争取了公益性岗位，一家
人的生活有了着落。

一些曾经的受助者如今也加入了兰
花热心志愿服务小组。“80后”舒宏勇是裕
西家政服务中心的老板，虽然每天都很
忙，但只要社区里的残障人士、孤寡老人
有什么需要，一声召唤他就会跑去帮忙。

舒宏勇的父母在他小时候离异，父亲靠微
薄的工资抚养他和弟弟。父亲去世后，兄
弟俩更是常为吃穿发愁，是王兰花伸出援
手，帮他们申请减免学费，申领低保。“连开
店都是王姨跑前跑后张罗的。”舒宏勇说，现
在他能自食其力了，也要贡献一份力量。

“谁家娃娃上不了学，她跑前跑后张
罗；谁家有重病致残的，她想方设法筹钱
资助；谁家有个解不开的疙瘩纠纷，她主
动上门协调解决……”说起共事十几年的
王兰花，志愿者郭淑玲有太多的感触。

目前，吴忠市已注册志愿者 31.42 万
人，占常住人口的 22.7%，累计注册志愿服
务组织 1689个，实施志愿服务项目 3.34万
个，为群众解决困难、调解纠纷、宣讲政策，
努力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
良好氛围，民族和谐之花处处盛开。

一朵“兰花”香满城
本报记者 张国长

3月 2日，阳光正好，塔城地区额敏县
额敏镇塔斯尔海村的一条巷道里，孩童们
在巷道两旁的步行道上奔跑嬉闹着，老人
们坐在自家门前的长椅上晒着太阳，凉亭
下 4位老人坐在一起正在玩扑克牌，桌前
围了一圈“观战”的人……

这条巷道名叫榆柳巷。巷道中，有一
棵榆柳合体的古树，这棵古树树龄超过百
年，至今郁郁葱葱。因此而得名榆柳巷。

榆柳巷只有 640米。小巷内居住着汉
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俄罗斯族、
乌孜别克族、锡伯族、羌族、土家族 9个民
族32户人家。

家住巷口的马新华是塔城地区额敏
县公安局的一名退休民警，被大家亲切地
称呼为“马大姐”。走进马新华家中，屋内
挂着一张来自 4个民族的 10人全家福，她
是回族，丈夫是维吾尔族，还有她收留
的 5 位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一位是孤寡
老人、汉族“父亲”杨吉春，一位是马新华

一家帮助抚养长大的哈萨克族小伙吾尔
滋别克·马达特，还有在她家居住长达
12 年的叶尔木拉特·克孜尔汗一家三口。

当地传颂最多的就是马新华和她“爸
爸”杨吉春的故事。2004年初冬，衣衫单
薄的杨吉春，在风雪中瑟瑟发抖，路过的
马新华担心老人被冻坏，就将他请回家，
吃了一碗热腾腾的汤揪片，仔细询问后得
知，老人膝下无儿无女，老伴也已过世，平
时靠打零工、捡废品为生。热心的马新华
决定收留老人，马新华夫妇像照顾自己父
亲一样，照顾着这个“汉族爸爸”，20年过
去，这里已成为杨吉春真正的家。

长期资助困难儿童，支持鼓励他们读
书回报社会，接济生活困难的哈萨克族夫
妇，帮助他们学习汉语、掌握技能、顺利就
业……这些年，马新华做了许多暖心事。

2019 年退休后，她腾出家里一间
30 平方米的房屋，把这里打造成“家庭矛
盾调解室”“居民家庭党校”。如今，马大

姐的爱心小院在援疆资金的支持下改造
升级成了“马新华民族团结大院”，2022年
4 月开放以来，已接待3万多人次参观。

这里不只有马新华的团结爱心故事，
还有库尔鲁西和林忠东跨越半个世纪的

“维汉兄弟情义”的故事。
林忠东今年 63岁，他的父亲林明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来到这里，落户榆柳
巷。林忠东从小就与对门库尔鲁西·乌斯
曼玩在一块，亲如兄弟。1993年，林忠东
的妻子汤素云出车祸，在家躺了三个月。
林忠东当时工作忙，抽不开身照料，急得
不行，库尔鲁西的妻子阿达列提·马木提
见状主动过来帮忙照顾汤素云。如今，两
人的孙辈在一起上学，也是好朋友。

“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感情也
越来越深。现在像一家人一样，不分彼
此。”林忠东说。

640米的榆柳巷很短，但是这里各民
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情谊却很长。

榆柳巷里情谊深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热依达

在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上，有一个动人的故
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李国良和赵海琴。

20世纪 60年代初，“三千孤儿入内蒙古”
谱写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佳话。这“三千孤
儿”被内蒙古人民亲切地称为“国家的孩子”，
李国良和赵海琴，就是其中的两位。

李国良和赵海琴有着相似的经历。幸运
的是，他们分别被蒙古族牧民和汉族家庭收
养。在养父母的悉心呵护下，他们感受到了
家庭的温暖。“我们 25 名幼儿来到了第二
故乡——巴林右旗大草原。我的养父母叫
常锁、韩梅，是巴林右旗幸福之路公社阿力
木图大队的牧民。当时家里生活特别困难，
养父母总是把最有营养的牛奶和肉食留给
我吃，把最好的衣服给我穿。他们无微不至
地将我抚育成人，这份恩情我永记心间、没
齿难忘。”李国良说。

成年后的李国良和赵海琴走上了工作岗
位，他们在巴林右旗粮米加工厂相遇了。共同
的经历让他们的心迅速靠近。经过一段时间
的相处，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1996年，巴林右旗粮米加工厂面临转制，
李国良主动下岗创业。在国家优惠政策的扶
持下，他先后创办了挂面厂和榨油厂，凭着自
己的努力，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2005 年，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以及社会组
织的帮助下，赵海琴找到了她的亲生母亲和兄
弟姐妹。“当见到 93岁高龄的亲生母亲和我的
3 个哥哥 2 个姐姐，我的寻根梦终于实现了。
我把宜兴的茶叶、大闸蟹带到了巴林右旗，也
把巴林右旗的牛羊肉、奶食品寄到了江苏宜
兴，我现在感到非常幸福，从我的经历中，我更
真切地体会到‘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
国梦’的内涵。”与亲人相聚的那一刻，赵海琴
的泪水夺眶而出。

“我们俩因中华民族的大爱来到了内蒙古
巴林右旗大草原，是草原给了我们第二次生
命，又因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使我们相
识、相爱，组成了幸福的家庭。”回首往事，李国
良和赵海琴感慨万分。他们深知，正是因为国
家繁荣发展、各民族团结，才有了他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

草原恩情永难忘
内蒙古日报记者 王丽红

3月的南宁，春意盎然。在南宁市兴
宁区望仙坡社区的广场上，由社区居民阿
斯古丽捐赠、各族群众共同种下的两棵石
榴树正吐出新绿。

阿斯古丽是来自新疆伊犁哈萨克自
治州的维吾尔族同胞。2月，她被授予“广
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
号。“这两棵石榴寓意着社区各族同胞团
结互助、手足情深，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
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望仙坡社区党委书
记赵刘芬说。

这两棵石榴树是阿斯古丽于 2021年
11月和 2023年 5月先后捐赠的，分别命名
为“同心石榴树”“民族团结亲情树”。阿
斯古丽名叫阿斯亚木·艾则孜，20年前她
来到广西创业，在南宁开了一家“阿斯古
丽美食店”，因此大家都叫她阿斯古丽。
前些年，阿斯古丽在经营餐馆过程中陷入
困境。赵刘芬得知情况后，和社区工作人
员一起鼓励她、帮助她，为她提供职业培
训、政策咨询等服务，餐馆逐渐步入正轨，
生意越做越红火。

“在南宁，在广西，我感受到了满满的
包容和爱。”阿斯古丽动情地说，“广西爱
我20年，我爱广西一辈子！”

阿斯古丽热心公益活动，用自己的爱
心善举帮助他人。她长期帮扶社区困难
家庭，经常带领员工慰问养老院、环卫站，
到山区看望留守儿童，踊跃为灾区捐款。
她还参与成立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技能
培训基地，帮助各族同胞在南宁就业生
活……“我是在广西各民族兄弟姐妹的帮
助下成长起来的，现在自己有能力了就要
多去帮助别人。”阿斯古丽说。

阿斯古丽还有个瑶族女
儿。2015年，阿斯古丽到桂林
扶贫助困时，了解到瑶族女
孩小杨是个孤儿，便从初
中开始一直资助她。“古
丽妈妈在生活上对我疼
爱有加，在学业上对我
严格要求，一点也不
含糊，她就是我的亲
妈妈。”小杨说。如
今，小杨在南宁上
大学，周末和节假
日会时常回到阿
斯古丽家里团聚。

望仙坡社区
现有居民 6348户，
常 住 人 口 1.2 万
人，流动人口超
3 万人，居住着壮、
汉、瑶、苗、维吾尔
等各族居民，是一
个 多 民 族 聚 居 社
区。“这个社区构建起
了开放包容、互嵌融
居的社区环境，让各
族 群 众 进 得 来 、留 得
住、融得进、过得好，讲
好身边民族团结进步故事，
探索出了城市民族工作的新
经验新做法。”南宁市民宗委主
任林拓表示。

“无论街坊老友，或是新邻，不
论是哪个民族，我们都是一家人！”这
是阿斯古丽的心声，也是社区居民的一
致心声。

① 王兰花（右一）向小区居民宣传消防安
全知识。 本报记者 张国长 实习生 彭斌 摄

② 2023 年 9 月 29 日，塔城地区额敏县额
敏镇塔斯尔海村榆柳巷马新华家十分热闹，街
坊邻居们带着自家精心制作的糕点、菜肴，来
到马新华家里共度中秋佳节。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热依达 摄

③ 志愿者来到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和
孩子们一起做游戏，为孩子们送去关心和温暖。

西藏日报记者 潘多 摄

④ 李国良、赵海琴
夫妇。

（内蒙古日报社供图）

⑤ 阿斯古丽身着壮族服
饰，和社区居民一起种下象征民
族团结的石榴树。

广西日报记者 覃文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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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一家人
广西日报记者 覃文武 通讯员 李晓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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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族 团 结 手 牵

手，和谐发展心连心。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高度重视民族工作，

强调要把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作

为党的民族工作和

民族地区各项工作

的主线，不断加强和

改进党的民族工作，

扎实推进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推进新时

代党的民族工作高

质量发展。

2024 年 全 国 两

会召开期间，宁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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