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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查汗

都斯乡大庄村，有一片名为“布尔塘”的

山区，7 月 4 日，我们沿硬化路盘旋上

山，一路上都是大西北常见的土山坡，

一到山顶，一片栽满树、开满花的广阔

天地呈现在眼前，仿佛“世外桃源”。

在当地方言中，布尔塘意为“一片

高处的平地”，足有 1.5 平方公里，虽然

“平”，但苦于“高”，曾经，这片地始终是

“不生一棵草，不长一棵树”的荒山。

“以前这 2公里多山路全是土，没有

人敢来，因为上山后万一下雨，根本下

不去。”大庄村村委会主任马才力木说。

2016 年，“青海黄河谷地土地开发

整理项目”在循化县展开，查汗都斯乡

党委、政府和大庄村“两委”将目光投向

了“布尔塘”。

“是金子总会发光，这片地遇到好

项目，好好利用，大有可为！广大党员

干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不畏艰难，终

于将这片地开垦了出来。”查汗都斯乡

党委书记韩文华说，经过一年多时间，

53 公顷土地被开垦出来，这片荒山实

现“华丽转身”。

2019 年，在青海省移民安置局、海

东市和循化县农业部门和发改局的大

力支持下，源源不断的项目资金投入。

韩文华说：“地太荒先种树，路不好就修

路，没法浇水就修蓄水池，灌溉水管从

山底拉到山顶，只要齐心协力，一切都

不是问题。”

为了让布尔塘有更大的改变，乡、

村两级党员干部从实际出发，切切实实

将“改变”进行到底。

沉睡的土地重新焕发出生机，但它

需要一位与之相依相伴、共同成长的

“主人”。大庄村决定以“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共管的模式，将这片地流转

给本村种植大户承包经营，通过种植农

作物增加土地附加值。

选谁好？谁能担此大任？谁能实

心为村里做点事？

2020 年，在大庄村“两委”动员鼓

励下，经过广大村民投票，将大庄村土

生土长的村民马舍乙四和布尔塘“绑

定”在了一起。

韩文华说：“他有点发展基础，热爱

农村，想真心实意为村里做点事，还写

过入党申请书，再合适不过。”

马舍乙四是大庄村头一个致富带

头人，在他和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

布尔塘也迎来了它又一次的改变。

自称地地道道农民的马舍乙四多

年在外打工，2014 年回乡后的他做的

也都是与农业无关的工作，但他说自己

始终“热爱农业”。于是，他爽快地与大

庄村签订了 15 年的承包合同，每年向

村委会缴纳 16万元承包费。

带着家人的担忧，马舍乙四和妻子

全身心投入到这片山岭，白天和工人一

起种地种树，累了在帐篷休息、吃饭，晚

上再回到村里。今年是他承包布尔塘

的第四年，他说：“乡上和村里已经把这

片地开垦出来了，我有什么困难，他们

都会积极协调，虽然这几年辛苦，但能

为村里做点事，我很乐意！”

自承包种植基地以来，除了为村集

体上缴承包费之外，马舍乙四解决了周

边 30 余名剩余劳动力的务工问题，短

期临时工最多时有 50 多人，年支付劳

务工资 40余万元。

站在布尔塘的高处，目之所及，除

了 2 万多株青绿的树木外，五彩斑斓的

鲜花在风中摇曳飘香，还有绿油油的农

作物生机勃勃，有循化特色线辣椒、高

高的玉米秆、金灿灿的向日葵、颗颗饱

满的蚕豆，还有人人夸甜的西瓜……

看着西瓜长势喜人，马舍乙四黝黑

的脸上难掩喜悦，马舍乙四说：“多亏了

乡上和村上指导我种植蔬菜瓜果，还给

我出谋划策，吸引游客来采摘，游客很

多，经常打电话预约，要不是这些党员

干部，这片地白白撂荒多可惜。”

这些年，岁月在马舍乙四脸上留下

了印记，也让他的付出得到了回报。今

年，他自筹 200 余万元建设了田间露营

帐篷、蒙古包、木屋、儿童娱乐区等休闲

设施，为打造大庄村农旅融合、休闲观

光旅游基地做准备，这里已经成为当地

“浪山”游客的最佳选择。

一次、两次、三次、无数次……布尔

塘的改变还在继续，但昔日撂荒地变致

富 田 的 现 实 毋 庸 置 疑 ，大 庄 村 以“ 党

建+集体经济”为主线，立足土地资源

优势，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农村发展、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路子，绿色沃

土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开出了鲜艳的

“致富花”。

昔日撂荒地昔日撂荒地 今日今日““致富田致富田””

“华丽转身”后的布尔塘遍地“财富”。 通讯员 马晓强 摄

本报记者 李兴发

西姆措湖，是果洛藏族自治州久

治县年保玉则山下，三百多个大小湖

泊中的一个。相传，当年文成公主进

藏途经此地，流下的思乡之泪汇聚成

这一湖泊。“久治”是藏语“团结”的译

音，坐落在西姆措湖畔的久治县，早在

一千多年前就种下了团结互助共谋发

展、文化交流交融的种子，如今已是枝

繁叶茂。

夏日的久治，细雨如织。6 月 29
日，雨后的门堂乡门姆赛塘草场上一

片清新，青草在雨水的滋润下，显得

更加鲜嫩。“你看，所有的美景都是

很多美好的东西融合在了一起才有

的！”在门姆赛塘黄河风情园内开起

藏式农家乐的昂秀，这个在门堂乡为

数不多走出草原，曾在三亚上大学的

“90后”小伙有感而发。

2017 年 ， 刚 步 入 大 学 校 门 的 昂

秀显得有些局促，他回忆道：“当时

汉话说得不好，又是第一次来大城

市，觉得格格不入。”但昂秀的陌生

感很快被同学、宿舍室友的热情冲

淡。得知昂秀第一次出远门，同学先

是帮着收拾行李，接着带他熟悉学校

环境，完全没有因为昂秀来自偏远地

区而排外，相反倒是更加热情起来。

让他更意外的是，晚上室友为他送上

那首老歌《一个妈妈的女儿》，“当时我

笑了，不是笑他们五音不全，是因为他

们对我的特别关照。”想起往事，昂秀

依旧满脸幸福。

“大学四年，他们教我讲普通话，

我教他们唱藏歌跳藏舞。他们带给我

自己家乡的特产，我教他们拌糌粑。”

如今，八年过去了，这种团结互助、交

流交融的美好，昂秀一直记在心里。

每当有游客来他的牦牛帐篷，汉藏双

语混唱版的《一个妈妈的女儿》会代替

祝酒歌，在藏餐宴上为来宾助兴；每当

自驾游游客房车出现缺水少电、机械

故障等问题时，昂秀不仅免费帮着提

供水、帮助充电，而且还忙前忙后帮着

修车，当游客问及久治哪里好玩，昂秀

又会免费充当导游。

“歌里不是在唱嘛，‘我们都有一

个家，名字叫中国’，我们都是中国人，

都是一家人，我肯定要照顾好、操心好

啊！”在昂秀的生活里，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没有可歌可泣的大作为，

有的是流露在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

昂秀的故事正是久治县开展民族

团结进步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缩影。多年来，久治县将民族

团结工作，融入到社会发展的各个领

域。

在门堂乡民族职业技术学校，学

生正在国家级非遗项目藏文书法代表

性传承人——桑格达杰老师的带领

下，了解流淌在笔尖的艺术瑰宝。藏

文的“团结”“互助”“友爱”是学生常练

的字。在掐丝工艺班，红石榴、解放军

等形象被融入进传统工艺；汉字书法

课堂上，学生阅读国学经典、用毛笔书

写着“吉祥如意”“合家团圆”，一撇一

捺间感受着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华文明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

的共同文化，它赋予了我们中华民族

共同体最基本的文化烙印和精神基

因。接触和体验后才真正明白了其中

的内涵和深意。”毕业后，通过公益项

目支持，去北京、杭州接受提升培训

后，回到母校任教的拉尔吉，在理论课

上她会从非遗文化开始延伸，讲中华

民族的历史，把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

播撒进新一代年轻人的心里。

“学校坚持立德树人，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滋养民族团结的根脉，创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职业教

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一体化

模式，实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从‘在墙

上’到‘进课堂、入头脑’的转变。”门堂

乡民族职业技术学校党支部书记才让

南杰说，走出校门的他们不仅要学有

所成，更要有肩负起建设国家和家乡

的意识和责任感。

久 治 县 智 青 松 多 镇 智 青 松 多 社

区，居民以藏族为主，还有汉、回、土等

民族，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社区。在

端午节期间，不同民族的孩子上演了

争先恐后给小伙伴送“香包”“粽子”的

有趣故事。没有香包，就用小布袋、小

密封袋扎孔，装进藏香互相赠送；没有

粽子，就用纸叠个三角形代替，写上祝

福语互送祝福，满满仪式感。

智青松多社区借助辖区内教师、

退休干部较多的优势，利用孩子寒暑

假、节假日等课外时间，在社区内开设

民族团结、各民族民俗文化知识、爱国

主义等课外讲堂，让孩子在宽松愉快

的环境中，了解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

民俗文化，树立“一家亲”的民族团结

意识。

如今，“民族团结+”已深入到久

治的各行各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由宣传转化成人们生活中的点点

滴滴。团结就是力量，这份力量所转

化出的能量，正在推动久治县各领域

的快速发展。西姆措湖畔故事从古至

今都在增添着新的篇章，如今的篇章

应该是“西姆措湖畔石榴花开”！

看，西姆措湖畔
“石榴花开”！

智青松多镇社区
为辖区内的孩子们开
设了民族团结第二
课。

本报记者 李兴
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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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盛夏，海东市互助
土族自治县南门峡镇的远
山、碧水、村庄与供港菜基地
里水灵灵的蔬菜、田野里金
灿灿的油菜花、绿油油的麦
田共同描绘出“工笔画”，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与国
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交织出

“大写意”。图为7月3日，航
拍镜头下的“彩绸”大地。

本报记者 陈俊 摄

互助：大地“工笔”绘彩绸

“十户长”叶哈特
家中设有一个图书
角，政策、法律、民族
团结等方面的书籍都
有，牧民们随时都可
以来家里阅览。

致富带头人在布尔塘瓜田。 本报记者 牛玉娇 闻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