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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茶香四溢，这里书香沁人，这
里有着多民族文化交融……位于杭州市
西湖区转塘街道慈母桥村的石榴籽家园
就是这么一个充满浓浓民族情的所在。

“石榴籽家园”顾名思义要像石榴
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西湖区是多民族
散杂城区和流动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地
区，现有常住少数民族 50 个，共计
3.3万余人。赛来西·阿不都拉教授，
是石榴籽家园的总顾问，也是浙大城市
学院的一名教师。作为哈萨克族人，赛
来西·阿不都拉教授道出参与石榴籽家
园项目的初衷：“希望通过石榴籽家园
的创建，让更多各民族兄弟姐妹也融入
这个城市，感受家一样的温暖。”

石榴结籽 紧紧相抱

浙江外国语学院的王喜盖是来自贵
州的苗族女孩，与赛来西·阿不都拉教
授的相识让这位在异乡的小姑娘找到了
家的感觉。

石榴籽家园三楼的民族厅陈列了很
多民族的特色文化物品，有畲族非物质
文化制作技艺的彩带，有哈萨克族的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毡秀，还有维吾
尔族的非物质文化刺绣绣品等。满眼的
民族风情让王喜盖沉醉，被在杭读书的
一位藏族同学把妈妈为他缝制的成年礼
衣服捐给了石榴籽家园的故事深深打
动，王喜盖想到了家乡的苗绣。

“要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也了解苗
绣。”了解女儿的想法后，没几天，王
喜盖的妈妈就寄来一件手工刺绣的苗绣
女装。这是王喜盖妈妈的嫁衣，一直压
在箱底，本来想在王喜盖出嫁时送给女
儿。但女儿的成长让妈妈很欣慰，为鼓
励王喜盖为民族文化传播出一份力，妈
妈拿出了自己的嫁衣。这件嫁衣过去只
属于自己，现在这件衣服有了新的意
义。以后的每一次石榴籽家园活动，王
喜盖都会穿起妈妈的嫁衣参与，用自己
的行动传播民族文化。

“我就是一颗小小的石榴籽，只要
紧紧抱在一起，守望互助，形成合力，
就是最最团结，最最坚实的一个整
体。”王喜盖说。

在石榴籽家园，用石榴籽的语言讲
好民族团结故事不断上演。

文化相容 源远流长

家园里还流传着一个“茶馕香印”
的民族团结故事。

“茶馕香印”是四个非遗文化项目
的融合体，它将杭州的西湖龙井茶、新
疆的馕饼、西湖印社的印章和畲族的
香包聚合在一起，创新出一个口感绝
佳又有“内涵”的产品，一口咬下
去，秒变“文化人”；两口咬下去，变
身“爱心人”。

茶馕香印的诞生，要从新疆的一个
扶贫项目说起。2019年年初，新疆哈
萨克族监理工程师舒合拉·阿达别克响
应国家“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号召，和
爱人一起与新疆和田地区的一对特困维
吾尔族夫妻结为帮扶对子，在帮扶过程
中，舒合拉·阿达别克夫妇俩发现这对
维吾尔族夫妻继承了传统的打馕技艺，
并梦想能自主创业开一家馕店。在舒合
拉与爱人的帮助下，小小的爱心扶贫馕
店开业了。回乌鲁木齐探亲的赛来西·
阿不都拉教授见证了爱心馕店的诞生过
程，也自觉投入到帮扶项目中，为馕店
的建设给予了很多的专业指导，并联系
到杭州西湖印社社长的沈立新老师为爱
心馕店专门篆刻了一枚馕主题的印章，
用文化的力量给予帮助。

“转塘·石榴籽家园”团队又提供
技术和资金助力，带领浙江大学城市学
院的大学生创业团队对新疆维吾尔族传
统食品馕进行文化挖掘与提升，将茶文
化与馕文化进行有机融合，推出主题为

“茶馕香印”的爱心馕品类，将馕的口
感和营养价值升级。

茶、馕、印文化融合之后，杭州桐
庐畲乡的绣娘又将她们的爱心缝制到香

包里，真正实现了茶、馕、印、包四种
文化的融合，“茶馕香印”由此走进人
们的视角，也受到各方宾客的赞誉。

“茶馕香印”爱心馕把扶智理念像揉面
粉一样揉进了扶贫行动里，把文化的力
量注入国家扶贫攻坚行动中。

“转塘·石榴籽家园”志愿服务队
队长、西湖区政协委员鲁华芳说：“茶
馕香印概念和这个故事以及新产品的诞
生，是新疆与杭州两个地区、两种文化
的碰撞与相容。”

一个小小的茶馕，蕴含四种跨地域
的非遗文化，不仅是文化交融碰撞擦出
的耀眼火花，更是56个民族共同体意
识中蕴藏的中华力量。“茶馕香印茶乡
里的丝路茶文化”故事分别在哈萨克斯
坦《今日丝路》、风行欧洲、美国新闻
网、韩国新华网、阿根廷华通网、非洲
时报、英国富中传媒、迪拜新闻网8个
海外媒体刊登，让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
故事传播海内外。

运用非物质文化茶制作技艺，石榴
籽家园还将畲族当地本土高山茶炒制成
特色“畲红”品牌红茶，促进少数民族
增收致富。创新推出“粽·茶传统记
忆”伴手礼，并成为桐庐县的重要文化
品牌和杭州的文化符号。

石榴花开 常开常盛

为更好地传播“石榴籽”精神，
高校“石榴籽驿站”相继成立，并积
极扩大石榴籽团队，把爱祖国爱人民

的种子耕植于青年学子的心中和国家
建设发展的行动中，浙大城市学院、
浙江工业大学等 6 所高校相继成立

“石榴籽驿站”，努力将高校“石榴籽
驿站”打造成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工
作的重要平台。

策划制作56个民族宣传小手册的
浙大城市学院石榴籽驿站的蔡媛媛至今
难忘小册子诞生的经历。刚开始，只知
道命题是“宣传五十六个民族”的蔡媛
媛和小伙伴都是按自己的理解来发挥，
为了很好完成实际项目，小团队不断学
习我国的民族常识、民族政策。在与同
学们共同为项目努力的过程中，蔡媛媛
沟通能力、策划能力、创意呈现能力和
团队合作精神都得到很大的提高，也慢
慢领悟了“民族团结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相拥”的深刻内涵。

现在，小手册已印制上万本，被用
在了越来越多的场合，有了更大的传播
力和影响力。“在今年5月20日石榴籽
家园成立一周年庆典之际，我们城市学
院石榴籽驿站的同学们还汇编了56个
民族的红色好故事，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和石榴籽家园一周岁生日送上
我们特殊的礼物和祝福！”蔡媛媛自豪
自己一直在参与中。

石榴籽家园还将民族与文化、与乡
村振兴等有机结合，拓展了城市民族工
作思路，浙江大学、浙大城市学院、中
国美术学院等省内知名高校教师以及辖
区妇联、新联会、知联会等人士共同参
与的智囊团，共谋石榴籽家园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积极挖掘村社民族文化，推
动石榴籽家园进村社文化礼堂活动。

如今，已有20余所高校各民族学
生百余人加入了石榴籽“杭城美”服务
队，积极开展“共绘同心圆，同声民族
香——用石榴籽的语言讲好民族团结故
事”的主题公益系列活动。每年暑期组
织12期石榴籽公益绘画、读书会，引
导孩子们描绘出自己心中的民族团结同
心圆。志愿者们结合身边故事撰写了
《用茶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转塘·石
榴籽家园系列活动》及拍摄微电影作品
《茶馕》，用各民族人士的切身感受领悟
民族团结的时代力量，用青春的力量筑
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目前，西湖区转塘街道辖区首批
18 个村社文化礼堂、文化家园授牌

“石榴籽驿站”，努力把“石榴籽”精神
散播在全区各个村社，打造社区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构筑社区各民族
共有的精神家园。

让石榴籽精神撒播西湖大地
——记杭州市西湖区民族团结进步创新实践

本报记者 李宏 鲍蔓华 通讯员 宋玲玲 曹剑 王树理

2021 年 7 月 27 日 12 时 20 分，一
辆新Q4536N小型集中箱车驶入河南
省扶沟县崔桥镇的洪灾搬迁安置点
——崔桥镇一中，来自新疆喀什的维
吾尔族青年伊敏江·库尔班和米尔扎
提·麦海提看到100多名镇干部、志
愿者、教职工正在为受灾群众端上青
菜炖肉、白面馍、蒸红薯、苹果，脸
上露出了笑容。

伊敏江·库尔班把一个个圆圆
的馕发给群众，群众听到这个小伙
来 自 新 疆 时 ， 爆 发 出 了 热 烈 的 掌
声，伸出了大拇指。

7 月 24 日，伊敏江·库尔班得
知扶沟县发生洪灾的消息。他立即
与自己的干娘赵玉珍取得联系，询
问汛情灾情，表示要去干娘的家看
一看，表达一下儿子的心意。赵玉
珍曾是移民新疆的扶沟县崔桥镇金
指李村人，在新疆期间给予伊敏江
很大的帮助，赵玉珍的善良、热情
深深影响着这个维吾尔族青年，伊
敏江认赵玉珍为干娘，互相帮助，
亲如一家。

赵玉珍的儿子毛维刚，是新疆建
设兵团第三师某团草湖镇的人大副主

席。河南洪灾发生后，他联系在疆的
扶沟籍人士开展捐助行动，听到伊
敏江要去老家的消息后，就打电话
问，“这么远，你咋去？”伊敏江
说：“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能去北京
见毛主席，我开车还不能到扶沟干
娘家。”

24日下午2点，伊敏江和毛维刚
在馕厂组织 60 名员工加班加点，又
电话联系了 140 条棉被，到晚上 8
点，1万个圆圆的馕制作完成，晚上
11 点，伊敏江、米尔扎提和毛维刚
开车载着馕和棉被以及3万元捐款出
发，向着干娘的家乡疾驰而去。

他们三人轮流开车，饿了，吃
点方便面，渴了，喝几口矿泉水，
不耽误一分一秒，27 日凌晨 5 点到
达扶沟县，三夜两天 55 个小时，行
程9000公里。

在酒店休息几个小时，他们迫不
及待地要回“家乡”，看看亲人，在
东关大桥，看到湍急的河水，看到沿
途淹没的庄稼，伊敏江眼含泪花。

在干娘的家乡，看到安置点的
群众吃得好、住得好，他脸上又露
出了笑容。

“馕”中情
谷志方

近日，在河南遭受特大水灾之际，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
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宗教界人士迅速行
动起来，筹集资金，购买物资，支援河
南灾区。

河南水灾发生后，中国佛教协会负
责人第一时间致电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
永信法师了解灾区情况，“哪里受灾最
严重”“灾区人民最需要什么”“佛教活
动场所受损情况如何”，省佛教协会及
时反馈相关情况。

在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慈
善公益委员会的协调下，中国佛教协会
直属寺院广济寺、灵光寺，上海百寺公
益基金会、福建晋江安海龙山寺、山西
省五台山黛螺顶、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
会等单位筹集善款200万元，由中国佛
教协会慈善公益委员会统筹安排，通过
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和无锡灵山慈善
基金会迅速采购80吨大米、105吨面
粉、2000箱食用油和4台大流量污水
排放泵以及2万余份洗护包，已通过货
运卡车运往河南灾区。

灾难无情人有情，八方支援献爱
心。7月 23日上午，上海市道教协会
向河南灾区捐赠善款仪式在上海城隍庙
举行。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吉宏忠道长
代表上海市道教协会向河南灾区捐赠
100万元善款，这笔款项将专项用于援
助当地受灾群众。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接
受捐赠并向市道协颁发荣誉奖牌。道众
表示，道教素有济世利人、扶危济困的
优良传统，面对天灾，上海道教界将积
极践行社会责任，与全社会一道，为灾
区民众提供更多帮助，把道教公益慈善
的温暖及时传递给灾区人民，并祈愿逝
者安息，生者安泰，祝福灾区早日得到
重建。

此外，上海城隍庙、上海白云观分
别向河南灾区捐赠善款100万元、30
万元。

7月 18日以来，河南省遭遇极端
暴雨天气，位于嵩山腹地的中岳庙遭受
连续暴雨、强暴雨袭击，发生灾情。中
岳庙按照所在地登封市委、市政府的指

示精神，积极动员全庙100余名道职员
工，迅速开展抢险抗灾工作，确保中岳
庙道职员工人身及文物安全，尽力降低
经济损失。登封市告成镇亦是此次水灾
的重灾区。7月 31日，中岳庙方丈黄
至杰、监院刘理伟，登封市委统战部副
部长张志华，登封市宗教局书记卢青、
副局长席春杰一行赴告成镇政府慰问，
支持告成的救灾工作。在此次捐助活动
中，嵩山中岳庙共捐助1000斤大米和
20万元慰问金。

7月 26日上午，江苏省徐州市道
教协会积极发动道教界爱心人士筹措救
灾物资，迅速向河南灾区捐赠救灾款、
食品、饮用水等，价值6万余元，为受
灾群众紧急提供最直接的帮助，充分体
现徐州市道教协会的爱国情怀。7月27
日，南阳方城炼真宫通过河南省道教协
会向郑州灾区捐助善款30万元，聊尽
方城道教界人士的绵薄之力，希望受灾
群众能够早日渡过难关，恢复生产，重
建家园。

灾情发生后，天主教陕西周至教区
吴钦敬主教向全教区发出“情系灾区奉
献爱心”的倡议，教区上下积极行动。
周至教区围棋寨会在郭建成神父及会长
教友的组织下，将爱心救灾物资经两天
长途跋涉于27日运送到灾区。接着，
大营、孝母、卢家、穆家寨等堂区积极
响应号召，于29日再次将救灾物资及
捐款送到灾区群众手中，用行动践行
仁爱。孝母堂区主任司铎张爱军神父
与会长教友风雨兼程亲自护送救灾物
资车辆前往灾区，并勉励大家说：“河
南洪灾，群众财产受到很大损失，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身为教友更要
以基督爱的精神去尽微薄之力帮助他
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我们的信仰。”

这些来自宗教界的爱心物资虽然
有限，但它代表了广大宗教界人士和
信教群众的心。大家表示，我们因爱
相聚在一起，爱能使我们坚强，爱能
使我们战胜困难。相信灾区人民一定
会坚定信心，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
园。 （本报综合报道）

水灾无情 人间有爱
——宗教界积极募集资金和物资支援河南灾区

本报讯（记者 王惠兵） 近日，
“福建省畲族医药发展研究中心”成
立揭牌暨项目启动签约仪式在福州举
行，助推畲族医药走出“深闺”，进
入大众视野。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和国民
健康意识的提高，医疗保健等消费
支出迅速增长，特别是在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下，中医药越来越展现出
独特价值、旺盛活力和影响力。当
前，中医药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
略，前景广阔，福建省少数民族中
畲族人口最多，民族医药也是以畲
族医药较为突出，发展和振兴畲族
医药正当其时。

据了解，该中心将围绕建立和完
善畲医药资源数据库、畲医药古书籍
整理出版、建设畲医药产业示范园、
发展国内首家畲医院、培养畲医药人

才、打造畲医药品牌、开发药食同源
的畲医药品种等七个方面开展项目合
作，将建设畲医药产业示范园，以畲
医药种植、畲医药文化展示和产品研
发为抓手，结合乡村旅游，助力乡村
振兴。同时，整合散落民间的畲医诊
疗技术和畲药特色疗法，开发药食同
源的畲医药品种，力争做大做强畲医
药产业。

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族
宗教厅党组书记、厅长冀萌新致辞指
出，做好畲族医药工作，必须置身于
中医药工作的大局，与其他民族医药
一起同频共振，在遵循中医药发展规
律的前提下，深入开展畲族民间医药
普查，深化畲族医药文化研究，强化
专业人才储备，壮大科研人才队伍，
为畲族医药研究和发展提供强劲的智
力支撑。

让民族医药走出“深闺”
福建省畲族医药发展研究中心揭牌成立

今年51岁的南拉才让是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的公益电影放
映员。从小热爱电影的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

每到夏季，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会离开定居点，到夏季草场放牧。夏季
草场海拔高、距离定居点较远，牧民生活多有不便。每年这个时候，南拉
才让都会驾驶着电影放映车，将外面精彩的世界“放映”到牧民眼前。

30多年来，从最早的牦牛驮队到如今的电影放映车，南拉才让的装
备不断更新。如今他仍奔波在草原上，每年行程4万多公里，为牧区群
众放映电影400余场次。

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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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
尔市政协召开常委会，专题议政全面
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
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今
年巴彦淖尔市政协协商活动的“1号
工程”。

“助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体现在
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上，更多地要体现
在政协的履职全链条中。”市政协主席
狄瑞珍在市政协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
训班上提出，引发了大家的深入思考，
为今年的“1号工程”预热、开题。

为了让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职工
充分了解和深入研究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工作，今年首期“委员讲堂”即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内
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
精神》为题开展专题讲座，为委员们更
好地履职建言奠定理论基础。

6月伊始，由市政协副主席徐康
宁和恩和吉日嘎拉带队先后深入乌拉
特中旗、磴口县、临河区3个旗县区，
市财政局、巴彦淖尔电业局、市文化旅
游广电局等5个单位开展调研，赴兴
安盟、新疆乌鲁木齐市和博尔塔拉蒙
古自治州开展考察学习。调研组针对
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分别制定详细的
调研方案。

对标对表国家、自治区要求和创
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测评指

标，调研报告指出，全市在创建工作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还存在
许多问题和短板——政治站位和思想
认识不够高；工作机制作用发挥不够
到位，示范带动不够强；依法治理民族
事务有所欠缺，开展民族政策、法律法
规宣传的教育资源不足……

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上，委员们与相
关部门互动交流，亮出“实打实”的真招。

“进一步扩大创建覆盖面，加大督
导检查力度，强化日常考核监督，充分
调动各地区、各单位创建工作积极性，
确保创建工作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
开展。”

“开展国家意识教育和法治教育，
进一步提升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国家统
编教材课程的教学水平，用实际行动
精心呵护‘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

“秉承‘小财政’办‘大民生’的工
作理念，认真贯彻和执行党的民族政
策，不断加大民族工作经费投入，采取
有效有力措施，促进少数民族教育、文
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

参加会议的各旗县区、各部门、各
常委也有针对性地开出了“药方”。60多
条建议从不同角度凝聚了大家的智慧。

巴彦淖尔市副市长王学君表示，
“市政府将充分吸收大家的意见建议，
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一步
深化创建内涵，丰富创建形式，扩大参
与范围，提升创建水平。”

精心呵护民族团结进步之花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政协建言民族团结工作

常歌 姜永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