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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西北的广袤大地上，宁夏犹如
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黄河之滨。

宁夏的乡村旅游，以其独特的魅力，成
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

西吉县吉强镇龙王坝村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生态立村、文化
兴村、旅游强村、交往交流交融活村”为发
展思路，绘就民族团结进步新画卷。

“依托各级培训，文旅小村庄搭建起交
往交流交融平台，促进天南海北的游客交
往、各级培训学员交流、农特产品交换。”龙
王坝村党支部副书记焦建鹏告诉记者，通
过与全国 42个村联盟，让交往交流交融从
县内向区外拓展。截至目前，该村共接待
游客14万人次，区外游客占30%以上。

近年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通过充
分挖掘和利用多样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展
了一系列富有创意的主题活动，如“村味、
村居、村品、村厨、村钓、村超、村晚、村戏、
村跑”等，旨在打造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浓
郁文化底蕴的“宁字号”乡村文旅品牌。

“这些活动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乡村旅
游的服务质量，更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播
撒了民族团结进步的种子，让民族团结进
步的理念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自治区文
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负责人王光华说。

专程从山东聊城来到青铜峡市小坝镇
先锋村的收购商宁尚海，看中这里的葡萄
皮薄多汁还甜，每年都要来收购。“最近六
七年，我在拉葡萄做生意的过程中，真切感
受到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良好氛围。在这
里，各族群众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支
持，身边的好多人都想跟着我来这里旅
游。”宁尚海笑着说。

在中卫市黄河·宿集，融合本地文化和
景观资源优势打造的顶尖民宿、特色餐饮
等业态，把乡村旅游体验变成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舞台”。在中卫市沙坡头区迎
水桥镇，乡村旅游的发展吸引了不少外地
年轻创业者进村追梦、外出工作的本地年
轻人回村发展，实现了村内与村外互联互

通、东西部人才交流互动等更广范围更深
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

如今，每一个生动的乡村旅游业态都
成为宁夏这片土地上民族团结进步的真实
写照。它们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
旅游，感受宁夏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特
色，更在旅游过程中促进了各族群众的交
往交流交融，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

宁夏的乡村旅游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丰
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重要平台。焦建鹏认为，在宁夏的乡村
旅游中，各族群众共同参与文化体验、品尝
特色美食、观看民族表演等活动，这种跨文
化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丰富了游客的文化体
验，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深层次交往。

如今，游客在宁夏可以亲身体验到塞
上江南的独特魅力，感受到宁夏各族群众
对家乡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
时，这种交流与融合也推动了宁夏旅游产
业高质量发展，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更多的
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有力地促进了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民族团结+乡村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金秋九月，正是塞上旅游
好时节。

被游客赞为“六盘山下第
一村”的隆德老巷子民俗文化
村，热闹非凡。从吃隆德暖锅，
到观看风格独特的社火表演，
再到体验展现地方风物、名人
典故等内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剪纸……

“老巷子”民俗文化村依托
传统古村落旅游景点，把民族
团结进步工作与景区保护开发
深度融合，以乡村振兴推动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以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助推乡村振兴，不仅
邻里间关系一片和谐融洽、不
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更带动
周边村民成功脱贫致富，吃上
了“旅游饭”。2023 年，老巷子
民俗文化村全年接待游客 52.3
万 人 次 ，实 现 社 会 综 合 收 入
2400万元。

老巷子的火热，只是宁夏
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
影。多年来，我区致力于以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各民族在
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
方面全方位嵌入，从现实来看，
随着文旅产业不断发展，各民
族群众走动更频繁、联系更紧
密，通过情感上相互交流、文化
上相互欣赏，结成了一段段团
结友善的深厚情谊，让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人们心灵
深处，成为推动我区文旅产业、
经 济 社 会 良 性 发 展 的 磅 礴
力量。

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
量在心上。旅游产业不仅是发
展经济、增加就业、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的有效手段，也是各民
族相互了解、增进感情的重要
渠道。相信，只要紧紧围绕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党
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
作的主线，持之以恒以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定能谱写出旅游促进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崭新篇章，塞上儿女也定能
收获石榴一样红火的日子、甘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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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民委、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计划的意见》，决定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以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民族团结是宁夏闪亮的名片。近年来，宁夏文旅部门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突出文旅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载体作
用，充分发挥文化旅游可视、可亲、可感、可触特点，将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文化和旅游发展
全过程。

近日，记者跟随“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采访团，探寻宁夏文旅产业发展
与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密码，感受宁夏各族人民群众和睦相处、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的良
好氛围。

优秀的作品，让人共情。
2021年 5月，在全国第六届大学生艺术

展演活动中，宁夏师范学院（现宁夏师范大
学）原创情景剧《红军粉的故事》将党史、民
族团结故事、军民鱼水情搬上这个中国大学
生最高艺术舞台，荣获艺术表演类戏剧一等
奖及节目优秀创作奖。

1935年 8月，红二十五军进入宁夏，途
经西吉县兴隆镇，看到老百姓靠蒸、煮等简
单粗加工技术食用马铃薯，已掌握制作苕
粉、河粉、米粉技术的红军战士开始教群众
用马铃薯制作粉条。

“先把马铃薯切成碎块，再使用石磨将
碎块磨成淀粉汁，之后用粉勺把淀粉汁漏成
条，开水煮熟后捞出晾干。红军手把手教
授，让粉条制作工艺在当地流传开来，粉条
也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军粉’。”宁夏师范
大学音乐舞蹈学院教师、剧目主创王琦说。

如今，当地群众不断传承、改良红军教
授的粉条制作技术，发展制粉产业，“红军
粉”已成为宁夏南部山区百姓脱贫致富的支
柱产业。

在宁夏师范大学的一次创作座谈会

上，老师们被“红军粉”的故事深深触动，萌
发了创作灵感，主创团队历时半年，创作排
演了以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的《红军粉的
故事》。

《红军粉的故事》深挖红色资源，将军
民鱼水情、民族团结故事搬上艺术舞台，
话剧《干娘》则是一部现实题材原创作品，
呈现了一幅宁夏各族儿女亲如一家的温
暖画卷。

《干娘》的编剧王志洪说，这部剧讲的不
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人的故事。

《干娘》的故事发生在“西海固”某县城
社区里。社区主任马明霞在生活并不宽裕
的情况下，腾出自家院子里最好的五间房让
贫困学生无偿入住，并无微不至地关心他
们。下岗的丈夫和女儿不理解她，和她发生
了冲突；乡亲邻里不理解她，觉得她是自找
麻烦。但她用真情化解了这些“不理解”，所
有人共同努力，为社区里的贫困学生营造出
了良好的学习氛围，最终，这些学生都考上
了大学，从社区走向了更加广阔的天地，而
马明霞也成了这些人共同的“娘”。

“文艺工作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在文

艺创作中我们要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精准发力，在现代化新征程中发挥
好文艺工作的重要作用，促进各民族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宁夏演艺集团话剧
院负责人蒋全洲说。

“红艳艳的太阳宁夏川，红丢丢的枸杞
亮人眼，红彤彤的脸蛋笑开颜，红火火的日
子好喜欢……”这首《红火火的日子》是由中
宁县大战场镇红宝村农民编曲、填词，他们
用歌声记录美好生活。红宝村是一个移民
村，各族村民共同生活。近年来，红宝村推
动培育农民合唱团，以文化为媒促进各民族
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位于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的漫葡小
镇，每到傍晚就热闹起来。“看见贺兰”沉浸
式演艺项目打造了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史诗
剧目《灵州会盟》、民俗故事节目《黄河婚礼》
等16部旅游演艺节目以及 36个街头表演项
目、268分钟沉浸式夜游体验，让宁夏文旅
融合高质量发展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成为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自 2023 年
6 月开园以来，超过 100万人次游客走进漫
葡小镇同游同乐。

文艺创作，讲好民族团结故事

9月 2日凌晨 5时 30分，一堂“行走的思
政课”在盐池县展开。该县 6所中学的 6000
余名师生沿长城徒步 36公里，上好“开学第
一课”，用脚步丈量历史，传承好红色基因。

浩浩荡荡的队伍中，各族学生有说有笑
一同前行。“36公里的徒步，对于同学们来
说是一次挑战。徒步过程中各族同学相互
帮扶，我们全班 47个人没有一个人掉队。
从这次活动中，我们真正体会到‘石榴籽’精
神团结一致、互帮互助的深刻意义。”盐池县
第三中学九年级（3）班学生左晨华说。

盐池中学高二（10）班班主任张永新表
示，这是盐池县首次面向中学生举办的“行
走的思政课”研学实践，活动历经 10个小

时，磨砺了孩子们的意志，培养了团队精神，
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盐池县深入推进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培养时代新人的责任
担当，厚植家国情怀，持续挖掘革命烈士纪
念园、李塬畔革命旧址等红色文化，依托乡
村振兴示范基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源，
构建现场教学、研学等科普、劳动沉浸式教
学模式，讲好宁夏故事，以红色基因培根
铸魂。

从 1995年开始，固原二中师生每年都
会在清明节前夕从学校出发，走山道，前往
位于城区西南方向的任山河烈士陵园，为先
烈扫墓，缅怀英雄，再徒步返回学校。

在固原二中校长何成江看来，29年来，
这条路越走越宽，内涵越走越丰富，“这条路
寄托了我校各民族师生‘要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的真切感受和美好祝愿，成为
我校各族学生教育的新载体和活动的新园
地，也成为我校民族团结的‘标识’”。

这段红色之旅，需要毅力，需要团结，才
会成功。固原二中高二（2）班班主任张红梅
告诉记者，在行走过程中，各族同学互相帮
助、互相搀扶、互相理解，这是一次很好的共
同成长的机会。活动的初衷不是让同学们
比拼谁走得更快，而是要让大家深刻理解，
团结就是力量，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一家
人，从这场红色教育中汲取力量。

红色之旅，以红色基因培根铸魂

《红军粉的故事》剧照。

2023年全区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现场。

平罗县城关第四小学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
活动。

吴忠市红寺堡区移民博物馆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