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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日报记者 公保安加

在青海 72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不

论是城市乡镇，还是农村牧区，各民族

群众手足相亲、携手共建幸福美丽家

园，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昂扬姿

态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实践，成为青海

大地最为和谐生动、催人奋进的画面。

在青海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中，青

海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守望相

助，团结奋斗，生态保护展现新作为，经

济运行呈现新气象，产业“四地”释放新

动能，改革开放激发新活力……谱写出

了一幅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

璀璨长卷。

如何更加有形、有感、有效打造民

族团结进步“青海样板”，让民族团结事

业迸发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蓬勃力

量？全国两会期间，我省代表委员围绕

“民族团结进步”等话题积极建言献策，

与扎根各行各业的高原各族儿女共同

建设美好家园的精神面貌遥相呼应，同

频共振。

和睦共生 共建家园

“在青海，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谋

全局。”不论是城市社区，还是农村牧

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和

睦共生，是青海作为多民族省份的鲜明

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和完善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

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

设步伐。

“各级政府把民族工作纳入到党建

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形成了齐

抓共管的合力，为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认真聆听和深入学习报告精神，全国政

协委员马跃祥一番话道明了民族工作

在青海高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分量。

正如马跃祥在出席全国政协十四届二

次会议时所说，民族工作涉及到方方面

面，方方面面都有民族工作。

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龙树画

苑现有的近80名学员里，除了土生土

长的藏族、土族学员外，还有一批来自

山东、陕西、河北、内蒙古等地的汉族学

员。“在咱们青海，各行各业的发展进

步，都离不开组成这个大家庭的每一个

民族、每一个人。我们画苑也是一个民

族团结大家庭。”画苑负责人完德尖措

说，来自外地的这一批学员有着比较高

的学历，他们掌握扎实的美术相关理论

知识，这更加有利于让这门传自祖辈的

技艺走向世界，源远流长。

走进画苑南面二楼的传习室，20

多名年轻画师和学员正聚精会神地绘

制壁画，整个画室里静得出奇。每一名

画师的手旁，都摆放着各种研磨调配过

的矿物颜料，有蓝色、有金色、有红色，

也有绿色和粉色，掌握精湛技艺的画师

们正是用这些五颜六色的矿物颜料，借

手中的画笔，绘制出一幅幅巧夺天工的

作品。

“作为从事于热贡艺术的一分子，

我将继续带着画苑里各民族学员，携手

并肩为这一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多

作贡献。”完德尖措说，近年来，在党和

政府的扶持指导下，吾屯从基础设施建

设到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前

所未有的提升，热贡艺术的发展开启了

一个新纪元。

携手并肩 踔厉奋发

民族团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

作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占全省人口总

数近半的省份，各民族团结进步，携手

并肩，踔厉奋发，无疑是打造“高地”、建

设“四地”，推动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保障和坚实基础。

就在不久前国家民委公布的《第十

一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

位名单》上，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获

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探访广

袤无垠的泽曲草原，目光总是被风生水

起的有机生态畜牧业和牧人们团结一

致，共同发展的生动画面所吸引。

认真学习全国两会精神，泽库县雅

科生态畜牧业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负责

人多吉才让备受鼓舞。“我们扎根高原，

融入黄南州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

出地，靠的就是团结，如果没有团结互

助的精神，产业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在齐心协力、互助发展的新模式

中，泽库县生态畜牧业发展翻开了崭新

的一页，来自泽曲草原的“高原臻品”越

来越多地走出牧场，走上了都市人的

餐桌。

面对新发展机遇，泽库县将发展产

业、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稳步推进

特色产业带动乡村振兴，引导各村、社

区大力发展牦牛、藏羊、民族工艺品等

特色产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现发

展成果由群众共享，村民的“钱袋子”鼓

起来了，民族团结进步的物质基础不断

夯实。

无独有偶，在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

县峨堡镇峨堡村，民族团结已成为各族

群众发家致富的“法宝”。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内旅游产

业快速兴起和甘青旅游大环线的全面连

通，位于国道227线旁的峨堡村迎来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几年时间，峨堡村

“骑马射箭看草原”体验式旅游迅速有了

广阔舞台，不少村民由此开启了新生活。

3月8日中午，峨堡村村委会前的

广场上正在举办“三八妇女节”主题活

动，在踢毽子、拔河等活动中妇女们爽

朗的笑声不时传来。活动中，村党支部

和村委会还安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

央和省委一号文件宣讲。“家和万事兴，

一家人和气了，日子过得就不会差。这

个道理在村上也是一样，一个村子的人

团结了，大家就能拧成一股绳搞发展！”

党支部书记马走说，如今，村里有产业，

家家户户挣了钱，大家伙更有干劲儿，

相信未来我们这个多民族群众聚居的

村子能越来越好。

守望相助 乘风破浪

“青海是多民族聚居区，在长期的

民族融合中，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团结经

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

完全可以走在全国前列。”谈及青海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全国人大代表马

世功信心满满。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动民族地区

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坚持党的宗教

工作基本方针，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

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

适应。

循化作为全国唯一的撒拉族自治

县，撒拉族、藏族、回族、汉族等多民族

群众在“多元一体”格局内彼此嵌入式

生存发展的景象极具特色，成为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保持社会长久稳定的内生

动力，马世功认为这值得研究推广。

马世功说，在创建全国民族团结示

范县过程中，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围绕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一主题，

注重传统特色文化的发扬，实现改善民

生、移风易俗、矛盾纠纷化解和宣传导

向上的突破，促进从单方面创建向全方

位创建转变、从历史遗留矛盾纠纷多向

社会和谐稳定转变、从干部的“小区域、

小民族”封闭意识向大团结大发展大开

放意识转变。

放眼全省，聚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使各族群众人心归聚、精神

相依，推动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

强大精神纽带，已成为各市州、区县撬

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

“有人说‘汉族、土族种的小麦磨成

了面粉，藏族、蒙古族养的牦牛熬成了

鲜汤，撒拉族栽的花椒辣椒做成了调

料，回族用双手拉出了一碗碗致富面、

和谐面、幸福面。’这一形象生动的说法

的背后，投射出的是青海各民族广泛交

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时代律动。”

听了全国人大代表马世功的一席话，出

生在循化，如今在外地工作的韩丽深有

感触地说。

如今，一个个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

条例相继制定出台，一座座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体验馆建设落成，一段

段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广为传

唱……今日青海，各民族群众亲如手

足，共同团结奋斗的精神正成为有形、

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智慧和力量。

青海日报记者 马振东陈贇业

“谢谢社区的帮助和鼓励，我会继

续做一个好儿媳、好妈妈，全力照顾好

家里人。”

“都是一家人，家里再有什么难处

就跟我们说，大家帮忙一起解决。”

3月7日，格尔木市北郊社区“好

婆婆、好媳妇”颁奖典礼上，“好媳妇”

获奖者冶发土麦手捧荣誉证书，向社

区党支部书记董彩勤表达了深深的感

激之情。

这份感激，源于北郊社区居民委员

会对冶发土麦一家无微不至的关心和

照顾。

时间回溯到2023年，北郊社区工

作人员到冶发土麦家入户走访，发现冶

发土麦的丈夫马小军躺在床上满脸愁

容、唉声叹气。交谈中工作人员了解

到，马小军之前患病在医院治疗后，病

情得到控制。但近一段时间，病情复

发、恶化，这让原本就生活拮据的一家

人手足无措。得知这一情况后，董彩勤

和社区民政专干戚小飞第一时间赶去

看望马小军。

“家里为了给马小军治病已经花了

不少钱，两个孩子还在上学，他的思想

包袱很重，不愿意去医院，多亏了社区

工作人员耐心劝说，他才答应接受治

疗。”冶发土麦说。

为了帮助冶发土麦一家人走出困

境，董彩勤和同事四处联络，争取各项

扶持政策。

2023年 10月 11日，马小军获得

12773元的临时救助，缓解了一家人的

经济负担；2023年11月7日，格尔木市

妇女联合会对他们的女儿马倩芳给予

帮扶，减轻了夫妻俩的后顾之忧；2024

年2月1日，社区联合市民政局看望慰

问马小军，将党和政府的关心传达给冶

发土麦一家……

如今，冶发土麦逢人就说：“感谢社

区，给了我家最大的支持，让我们重新

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在北郊社区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

动人故事还有很多。

2023年，北郊社区网格员入户走

访登记时，发现有一户人家的门总是紧

锁着，通过向邻里打听，了解到这户人

家的藏族大学生杜飞在母亲去世后，无

依无靠，独自在外求学。董彩勤和同事

放心不下杜飞，通过多种渠道联系到杜

飞，为他跑前跑后，申请了城镇最低生

活保障，还申请到市慈善协会困难大学

生救助资金5000元，为杜飞的求学生

活提供了一份保障。

杜飞多次通过电话和微信，向董

彩勤和戚小飞表示感谢：“谢谢你们帮

我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我一定会好

好完成学业，早点回家用所学的知识

回报社会。”

“春节回格尔木吗？”“天气冷，注

意保暖。”“遇到问题或困难就给我

说，社区会帮忙解决。”翻开董彩勤她

的聊天记录，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杜飞

的关爱。

“社区里生活着汉族、回族、藏族等

多个民族的群众，是一个温暖的大家

庭。在这里大家互相尊重、互帮互助，

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服

务好各族群众，让大家拥有更多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董彩勤说。

同心绘就民族团结进步新画卷

北郊社区的暖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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