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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俊

驱车沿黄河岸边的官哈公路往甘

青两省交界的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杏

儿藏族乡脑山深处行驶，渐渐让人产生

探寻诗意之乡的冲动。

杏儿乡所辖的协拉村是个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和唐

蕃古道必经之地，也是河湟文化发祥地

之一，汉族、藏族、土族等多民族和睦共

居、多元文化交融共存，或许是对先辈

团结基因的继承，抑或是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生动践行，各族群众亲如一

家、和谐共处于这方“世外桃源”。

当了 21 年村“两委”负责人的离任

党支部书记李文海说：“这些年，我们村

在党建引领下，经常搞形式多样的民族

团结活动，不管是藏族、土族、还是汉

族，大家都积极参加，‘三个离不开’‘五

个认同’等内容不是摆在宣传栏里，而

是记在心里、融进日常生活中。”

李文海介绍，村里数一数二的养殖

大户、藏族村民倪尖措，借着乡村振兴

政策的春风，养了 100 多只羊，几十头

牛，但因管理不善致使自家的草料房起

火，由于房屋主体为木质结构，加之草

料干燥，火势蔓延很快，倪尖措发现火

情时已是火焰冲天,即将殃及旁边的牛

羊圈和自家住宅。

“赶紧救火！”路过的土族村民李虎

宝一边大声呼喊，一边和倪尖措一家拿

起水桶铁锹冲进火场。

周边的藏族、土族、汉族村民纷纷

闻讯赶来帮助救火。燃烧的木材噼啪

作响，浓烟裹挟着灰烬向上升腾，熏得

人睁不开眼，烈焰越燃越旺，灼烤得人

难以接近火场。

救火的乡亲们脸被熏黑了，双手被

划破了，在全体村民奋力扑救下，草料

房还是未能幸免被烧得一干二净，所幸

旁边的牛羊圈及住宅保住了。

草料烧没了，倪尖措家的牛羊就得

挨饿，意味着也将影响来年收入。为了

帮 倪 尖 措 尽 快 渡 过 难 关 ，村 里 党 员 带

头，各族同胞自发捐钱捐物，脱贫户土

族村民李三兴宝还把自家预备的草饲

料送给他应急。

事 后 ，备 受 感 动 的 倪 尖 措 深 情 地

说：“我们村‘扎西德勒’和‘格在帮’真

正交融在了一起。”

“扎西德勒”藏译汉为“吉祥如意”的

意思，是表达祝福的敬语；而“格在帮”是

土族语，为“好、团结”之意。

民族团结基因不仅深埋在协拉村

各族群众心底，也扎根在协拉村青少年

的心里。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协

拉村小学教室内，31 岁土族阿姑陈荣娜

正在给学生上课。

她既是协拉村支委委员，也是村教

学点的一名教师，入党没多久，她就远

离都市繁华、扎根乡村山野，既融入这

方和谐之乡，又让民族团结精神在自己

的“浇灌”下得到进一步升华，让一颗颗

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各族学生心里生根

发芽。

年仅 10 岁的藏族学生宋伟平是班

长，也是陈荣娜眼里的“小大人”，问他对

民族团结有什么认识，他说：“我们是祖

国的少年，从小就要知道相互团结和谐

的道理，不断继承弘扬民族团结精神。”

“协拉村虽有 3 个民族 7 个姓氏，但

是多年来就像一个‘大家庭’，红白喜

事，建房帮工，每家每户会不请自来，一

户也不会落下，这已是协拉村约定俗成

的‘规矩’。”兼任村里基层社会治理司

法调解员的李文海，谈起村里的民族团

结很是自豪，自己就是一个“挂名”的荣

誉调解员，因为这些年从未调解过一起

矛盾，也没有一件纠纷需要他出面调解

处理。

协拉村在各民族间的迁徙、杂居、

通婚等形式的交往交流中，一个民族融

入另一个民族的现象十分常见，藏、土

之间语言相通、信仰相同、习俗相近，大

家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相互认同，和谐

共生的族际关系已经一代接一代传了

下来。

土族村民李海成，六口之家四人常

年因病卧床，是边缘监测户，这些年在

村“两委”帮助下，李海成的两个孩子免

费上了学校，他和妻子及两个老人得到

了大病医疗救助。在疫情值守、全员核

酸期间，李海成积极主动到疫情卡点值

守，帮助村里的老人填写核酸采集码。

他说：“我是一名党员，在我困难的时

候，党给了我温暖，如今家国有难，我理

应出一份微薄之力。”

有着同样感受、有着 46年党龄的原

监委主任李多吉老人说：“村里的每一

项工作都贯穿着民族团结理念，上演了

许多先富带后富、党员帮困难户、不同

民族间相互帮助的民族团结故事。”

协拉村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

助的美好画面，不仅仅是杏儿乡 7 个村

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写照，更是该县 30
个 民 族 心 手 相 牵 、共 兴 共 荣 的 美 好 缩

影。

““世外桃源世外桃源””和谐风和谐风

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朔北藏族乡边麻沟村是一个少数民族聚

集村。近年来，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禀赋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边

麻沟村把民族团结同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保护生态环境、保障改善民生

统筹起来，逐步探索出一条“环境美、产业旺、文化兴”的乡村旅游发展新路

径，村民端上了“生态碗”，吃上了“旅游饭”。2021年，边麻沟“花海”景区收

入突破 900万元，接待游客 70万人次。

五年来，西宁市不断优化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加大对民族地区基

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支持力度，大力发展生态观光等民族地区特色

旅游项目，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深度融合发展，全方位打造民族团

结进步+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乡村振兴等品牌建设，打造首

批社区“石榴籽家园”25 个，持续巩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创建成果，

各民族同胞手足相亲，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氛

围越来越浓厚。 本报记者 张慧慧 通讯员 通宣 摄

本报记者 肖 毅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指出，创新推动“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行动，促

进创建与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宗教管理、社会稳定相向而行、有机

结合，各项工作都要努力做到有形、有感、有效。这段掷地有声的内容，引发

网民热议，大家认为，奋力谱写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青海篇章，

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省各族人民凝心聚力，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才能实现擘画的宏伟蓝图。

尽心尽力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尽心尽力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社会稳定是青海持续繁荣发展的重要前
提，坚定不移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就是要全面
贯彻落实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总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我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做好自己的本职
工作，配合单位以及政府扎实做好维护社会稳
定、民族团结等各方面工作，为青海各项事业
高质量发展营造一个风清气正、和谐稳定、和
睦共荣的良好局面尽心尽力。

我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省第十四次党代
会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将会议精神与本
职工作有机结合，坚持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
心共筑中国梦”为目标，以阵地建设、流动服
务、便民活动为抓手，为民族团结进步尽一份
自己的力量。

我作为一名党员、高校教师，将进一步深
刻学习领会省党代会精神，认真做好学生思政
工作，积极挖掘与传承青海红色文化，铸牢高
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领学生共同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谱写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青海篇章而努力奋斗。

网民孙晓芸：

网民左佳惠美：

网民贾瑞：

炫彩夺目的花灯扮“靓”边麻沟“花海”景区。

如诗如画的边麻沟“花海”景区。

本报记者 李兴发

5 月 23 日上午，省第十四次党代会

隆重开幕。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玛

查理镇江措村原村委会主任索求的家

变成了一个“分会场”，驻村第一书记依

里、镇干事曲央成利，还有十多位村民

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省党代会现场直

播。当他们从报告中听到深化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的内容时，感悟颇深。

而在西宁的会场内，大会报告中，

尤其读到创新推动“民族团结+”融合发

展行动时，引来了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

声。上午会议结束后，坐在源头“分会

场”看党代会直播的村民，依旧难以平

复激动的心情，围着第一书记依里，催

促他尽快接通党代表、江措村党支部书

记扎西的视频。

“哎，扎书记，你给大家讲讲党代会

精神吧！”

“好的，民族团结工作很重要啊，它

关系到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态、民

生等高质量发展，关系到我们农牧民能

不能实现和谐幸福生活。”

“创新推动‘民族团结+’融合发展

行动，促进创建与经济发展、生态保护、

民生改善、宗教管理、社会稳定相向而

行、有机结合，各项工作都要努力做到

有形、有感、有效。”这段报告内容，扎西

用藏汉双语写在了笔记本上，并通过手

机的镜头缓缓地展现在了视频里。

“乡亲们，玛多地震后，没有全省各

族兄弟姐妹的全力支援救灾，我们的生

活、畜牧业生产、经济发展、生态建设等

各 项 工 作 ，不 可 能 恢 复 得 这 么 快 这 么

好，这完全归功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归功于民族团结。”扎西一字一顿地说：

“我们玛多人不能忘了这份深情厚谊！

我们更要认识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认

真贯彻落实好省党代会精神。”

扎西的一番话让乡亲们明白了，为

什么要加强民族团结、怎样建设好民族

团结的重要性。

“以前我们只是各顾各的生活，怎么

努力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的。”索求以自

己的经历开始现身说法，40 年前他正值

壮年，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和所

有的牧民一样，努力发展自家的牛羊。

但结果，草场一年年退化，集体经济为

零，牧民的生活依然那么困难。

2015 年，江措村加快实施扶贫攻坚

步伐，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深度融合到

牧业生产中，在全州成立了第一个牧业

合作社，从最初养殖的 98 头牦牛起步，

到 2021 年底发展到了 220 头牦牛、2500
多头藏羊的规模，村集体经济突破了 15
万元。

视频那头扎西继续说：“去年的抗

震救灾中，那些开饭馆的老板们，他们

自己也受了灾，可还是伸出援手，免费

给大家提供食物；工程队抓紧时间抢修

房屋、暖气管道，让受灾群众实现了温

暖过冬……大会报告中提到的‘休戚与

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

同体理念’，就是这意思。”

听到这儿，村里负责民族团结工作

的 90 后干事曲央成利对着视频跟扎西

说：“扎西书记，听你这么一说，我对民族

团结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得更透彻了。”

……

一 个 多 小 时 的 视 频 通 话 ，通 过 交

流、讨论，让村民对党代会报告提到的

“民族团结+”“石榴籽家园”等概念有了

明确的认识。

凝心聚力点燃希望之光凝心聚力点燃希望之光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党代表、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玛查理镇江措村党支部书记
扎西在认真学习会议文件。 图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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