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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月 20日，西藏自治区
山南市隆子县隆子镇桑玉村村民们齐聚
村文化室，聚精会神地聆听自治区政协
委员索朗卓玛讲述“家史”。

索朗卓玛把自己坎坷的过往和自强
不息奋斗的经历结合起来讲，把易地搬
迁前后生产生活变化与个人精神面貌变
化结合起来讲。听讲者既为她的不幸遭
遇扼腕长叹，也为她勇于跟命运抗争的
精神感动，更为新时代农牧民生活的巨
大变化而感慨。

这是西藏自治区政协农业和农村委
员会指导山南市政协组织自治区、市、
县三级政协委员跨县讲村史、家史活动
中的一幕。连日来，活动在山南市12
个县区的各个乡镇、村居如火如荼地进
行。索朗卓玛、旺堆、久美扎西、加央
桑布、其美多吉等委员在村居一线，面
对着农牧民群众，唠的是自己的家史、
家事和村史、村情，一个个“小而美”
的故事讴歌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引起
了农牧民群众的深度共鸣。

讲村史、家史架起联系界别群
众的情感纽带

索朗卓玛委员的家史从她经历接二
连三的打击开始讲起。

少年父母早亡而过早担负起供弟弟
妹妹上学的重担、组建幸福家庭独生儿
子却在18岁时病故……生活沉重的打击
也曾让索朗卓玛心灰意冷，但在各级组
织的关心关照下，索朗卓玛最终走出了
阴霾，迎来了人生的华彩，从一名需要
救助的群众蜕变为时时救助他人的人。

“没有想到您经历了连番的磨难后
还那么坚强，不仅没有倒下，反而成为
带领大家致富的领路人，您的经历鞭策
和鼓舞了我们。”“总以为政协是开会的
地方，没想到还能讲这么生动的故事。
总以为委员是高不可攀的，没想到这么
接地气，就在我们群众中间。”群众拉
着索朗卓玛的手说。“大家都会经历一
些难事，甚至是当时看来完全没有办法

挺过去的劫难，但是有了党的好政策托
底，再加上自己勤劳的双手，就没有过
不去的坎。”索朗卓玛面对大家的钦佩
目光时，总是这样回复。

带着“泥土味”、沁着“糌粑味”
的家长里短是村史、家史的鲜活演绎。
一场场活动使“人民政协离自己很近、
政协委员和自己很亲”成为了生动的现
实，成为了密切委员与界别群众联系的
情感纽带。

讲村史、家史有效凝聚起共识

讲起村史，久美扎西委员有点幽默。
说到交通出行，久美扎西说，“以

前谁家招来一个女婿，但凡是个驾驶员
那就令人艳羡。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代步
车，谁再炫耀驾驶技能，那就像成人在
炫耀会走路一样可笑。”说到村庄环
境，久美扎西说，“以前村里脏、乱、
差，人畜同道，牛在前边逛，人在后边
趟，踩个‘地雷’浑然不当回事。如今

各个村庄启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村民们裤腿上
沾点土都要抖一抖，‘矫情’得很。”说
到通讯便利，久美扎西说，“以前照个
相还要装模作样拿着座机摆个打电话的
造型。如今村民个个拿着智能手机，刷
抖音、看段子，最大的苦恼是手机电池
不经用。”还有医疗卫生、养老托幼
……久美扎西的故事很全，水电路讯
网、科教文卫保，基本上都讲到了，但
大家不觉得很长，反认为有趣，能够引
人思考。

“久美扎西的故事，使我联想到了
我们村里的变化。确如他讲的，新时代
群众享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好政策，单单
拿就医来讲，不仅报销比例更高了，而
且在医院就能实时报销，非常方便。我
们打心眼里感谢党中央，感激国家的好
政策。”一位现场听讲群众的朴实语
言，印证出大家十分清楚惠在何处、惠
从何来、恩向谁报。一场场讲村史、家
史活动让大家矢志感党恩、听党话、跟

党走的信心决心更加坚定，也让坚决拥
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
群众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讲村史、家史激发团结奋进动力

讲起“次麦模式”，旺堆委员如数
家珍。

以前，次麦村是边境线上远近闻名
的“游民”村，打点粮食就酿酒喝了、
发点牲畜就宰了吃了，其他村子人听说
次麦村就摇头，要跟次麦人打交道都是
一万个不愿意。可这几年，村里的藏鸡
养殖场为村集体创收、村里的施工队为
群众增收……村两委更是持续抓住好政
策好机遇，不断壮大集体经济，抓好
农、牧、副等产业，逐渐形成了以整合
生产要素、社区统筹安排、居民互助互
利为要点的“次麦模式”。

如今，次麦村村民的精神面貌变
了，等、靠、要的情况不复存在，自力
更生发展生产、群策群力改善生活成为
了大家生活的主旋律。而旺堆讲述的次
麦发展变化故事，更是让大家忍不住拍
手叫好，纷纷表示要学习次麦人的宝贵
经验，用好党和政府给予的惠民政策，
依靠勤劳双手和团结奋斗，让好日子

“好上加好”，芝麻开花节节高。
一篇篇委员故事，或激励人心、或

诙谐幽默、或启人深思，引发界别群众
内心同频共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案
例，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记得住的方
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把党的好政
策、好声音传遍雪域高原，唱响雪域儿
女“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
梦想”的共同心声。

截至目前，自治区政协农业农村界
三级政协委员讲新时代“村史”“家
史”活动在山南市已经举办30场，覆
盖群众3800余人。感人至深的家史、
特色各异的村史开始飞出村寨小巷，让
大家感受到党的恩情时时处处在、发展
变化在身边、幸福生活就在此时，汇聚
起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强大合力。

身边人讲身边事“家长里短”看变化
——西藏自治区政协农业农村界三级政协委员讲新时代“村史”“家史”

谢会昌 白玛次仁

“‘一带一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对于东西方改
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认为，宗教
界在当前‘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中应当有所作为。”2月19
日，谈及为今年全国“两会”准备的提案，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沪西清真寺教长金宏伟阿
訇深有感触。

金宏伟曾在上海小桃园清真寺学习工作33年，这
座始建于1917年的古老建筑被列为上海外事接待单
位。“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一批批国际友人川
流不息进出上海。特别是上海宗教界人士，在各宗教
活动场所多次接待中亚、东南亚、中东及欧洲国家政要
和国际友人，成为增进中外友谊、促进民心相通的场
所。”金宏伟笑着说，“我的语言能力（英语、阿拉伯语）
以及工作经验就是在外事接待工作中不断得到锻炼提
升的。”

金宏伟告诉记者，这些国际友人不仅要求能满足
他们经商、学习、工作的需要，还要求满足他们举行宗
教活动等精神上的需要。“由于他们从小接受宗教教
育，宗教教义教规在他们的思想认识、行为规范上有着
很深的烙印，左右他们的思想行动。有时候穆斯林来
清真寺不仅仅是做一个礼拜或者询问一个问题那么简
单，也许宗教教职人员对其进行的一个小小点拨，都会
让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更会对这座城市甚至这个国
家产生不一样的想法。”

让金宏伟遗憾的是，我们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
宗教仪轨和风俗习惯了解不多，知之甚少，因此有时又
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不知道如何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目前上海遇到的这类情况其他城市尚不明显，随着高
水平对外开放的深入与‘一带一路’影响面的扩大，我们
应未雨绸缪早做准备。”金宏伟还认为，如何挖掘中国化
的宗教文化资源，获取“一带一路”国家信众的认同，同
样是摆在宗教界人士面前的一道难题。“关键是我国缺
乏一批有较高经学思想造诣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的‘双通’人才对已有的宗教文物资料进行保护和整理，
在坚持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程中利用这些有益的鲜
活资料加以宣传。讲好中国宗教故事刻不容缓，希望引
起政府与宗教团体的重视。”

在金宏伟看来，包容、开放、发展与海纳百川是中
国的对外形象，“在建设与实施‘一带一路’过程中，中
国宗教不可避免地要与各种宗教交流联谊，我们在坚
守自己的传统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时，也要学会尊重
其他国家民族特别是主体民族的生活习惯。在宗教交
流中应发现他国宗教传统中的有益养分，拉近与他国宗教文化的距离，培育一种
能够交流、交往和容纳其他文化的强大的精神亲和力，而千万不可持唯我独尊、
狭隘、偏执的态度。”

金宏伟表示，“新时代‘一带一路’与我国宗教关系密切，我们要以老一代宗
教界人士虚怀若谷、宽阔包容的精神为楷模，坚持胸怀天下，尊重各国各民族的
宗教文化，遵循理性与文明，努力寻找共同语言，在‘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中作出
中国宗教界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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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ch the beauty of the
soul on this land （在这片乡土上，
定格心灵美）”近日，在网络平台上，

“80后”小伙马亮用纯正的英语，介绍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一个小乡
村发生的巨变，瞬间引起了网友关注。

“这一场景配上这个英文，简直就
是纪录片啊！”“这音乐、这旁白，与这
景象是如此地割裂又如此地融合！圆舞
曲的音乐，纯正的英音，古朴的中国
西北，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大赞！！！”

“我的家乡突然高级起来了，洋芋都变
成了英式下午茶。”“真棒，把固原拍
成了我意想不到的样子。”

……
西海固，指宁夏六盘山地区西吉、

海原、固原等贫困县。这里地处黄土高
原丘陵沟壑地带，山高坡陡，雨水稀
少，十年九旱。直到20世纪70年代，
仍有百分之七十的群众吃不饱、穿不
暖，人畜喝的是苦咸水。脱贫攻坚后，
当地老百姓过上了幸福的好日子。

亲眼见证着自己家乡的巨变，让马
亮觉得自己有义务、也有责任去记录、
讲述这片乡土上发生的一切。于是，他
开始利用自己的英语专业，与朋友一起
在网络平台上创作短视频，《王者归
来》《皇家婆姨》《西北特之春》《荒芜
的山》 ……2023年 3月起，马亮在短
视频平台陆续推出20多个作品，用英
语向世界讲述西海固的故事。

“我的网名叫‘马斯诺’，2023年
视频刚发出4期，就在短视频平台上有
上百万播放量。”马亮毕业于西安外国
语大学英文学院，步入社会后先后在多
个单位从事涉外工作，到访过10多个
欧亚国家。2022年夏天开始，他和朋
友决定专做短视频，并将工作室设在西
吉县将台堡镇一个村子里。

“我们的作品是将自己的生活进行重
构，让其更有趣味、更有观赏性、更有
看点。”马亮的工作室是个只有两人的小
团队，一般是他提创意，搭档拍摄、剪
辑，最后再由他完成配音，组合上线。

“风盈桃花花更香，四月飞雪多情
郎。惹得山峦白了头，片片相思落田
间。”在马亮的作品中，《山屲沟梁》无
论景致还是文本，都非常唯美，引得网
友一刷再刷。马亮说，当时，他和搭档
发现桃花盛开后，立即前往。由于前一
天刚下过暴雨，土路湿软，脚踩上去就
深陷泥里，相当吃力。好不容易上了
山，山风呼呼地刮，雪也飘了起来，冻
得牙齿直打颤。视频中的那把花伞也不
是有意为之，当时是为了遮雨防雪带上
山的，拍摄时发现竟可以当道具。可没
想到，正是这一无心之举，将作品略显
感伤的基调进行回转，收止于欢乐，一
切都刚刚好。

重构质朴乡村生活，混搭“纯正英
语”解说和影视大片音效，马亮用实力
证明，将镜头对准当地的农民和厚重的
山川，那些勤劳的身影、淳朴的笑容、
质朴的话语，就是最有感染力的主题。

“有趣的灵魂、横溢的才华和一颗
炽热的心。”“很质朴的乡风，很有正能
量，还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农村生活，
支持你！”网络平台上，网友们的好评
接踵而来，这也让马亮更有信心在家乡
继续创作。“讲好中国故事，讲好自己
家乡的故事，讲好每个人自己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能够参与到乡愁乡土生活中
来。”马亮说，“如果有更多的青年朋友
们一起回乡为家乡做点贡献，那么发生
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一定会更加精彩。”

这片乡土的美，你看到了吗？
——宁夏小伙马亮用短视频向世界讲述西海固的故事

本报记者 范文杰

“多亏了党的好政策和市政协的用
心帮扶，咱板板桥村，水清了，树绿
了，房子都粉刷了，路面也修好了，住
在这里可幸福了。”隆冬时节，走进云
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东山彝
族乡前进村委会板板桥村小组，满耳听
到的都是村民对政协的赞誉。

原来，过去的板板桥村环境卫生十
分糟糕，村内垃圾满地、污水横流，村
民环境卫生意识薄弱，让当地党委政府
头疼不已。

获悉情况后，文山市政协及时在该
村组建“院坝协商议事室”，并充分发
挥该协商议事平台的作用，为板板桥村

“绿美村庄”“文明村寨”建设献计出
力。其间，共协调筹集资金320余万
元，采取“一清二去三园四化”方式扎
实有序推进村庄项目实施，通过建立垃
圾清运制度、建设村内污水管网，完善
进村道路，清理整治湖内污泥、开展绿
化种植等措施，实现板板桥村硬化、亮
化、美化、绿化，成功申报为州级美丽

村庄。
这是文山市政协积极发挥优势，把

改善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增进民生
福祉作为履职着力点，不断夯实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物质基础的一个精彩
篇章。

文山市是文山州州府所在地，境内
居住着汉、壮、苗、彝、回、傣等10
余个民族，是典型的边疆山区多民族聚
居地。近年来，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创建工作中，文山市政协紧扣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充分发挥专门
协商机构作用，依托各种履职渠道、载
体、方式，在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做好思想引领、团结社会各界力量、推
动民族地区发展等方面积极履职尽责，
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了积极贡
献。截至目前，全市成功创建国家、
省、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277个、
示范教育基地3个，评选命名市级示范
单位500个，成功创建为云南省第三批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工作中，市政协坚持把助力民族团
结进步作为协商议政的重点内容和方
向，每年精选课题开展调研协商、建言
献策。三年来，先后围绕“少数民族干
部培养”“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

“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保护”“民族地区
移风易俗”“深化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教育”等议题开展重点调
研、对口协商，积极反映各族群众生
产生活现状、困难问题并提出针对性
的意见建议。其中，调研成果 《关于
加强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保护的建议》
得到省政府领导批示，全面推动了相
关工作落实。

同时，积极组织各界别委员通过社
情民意反映、提交提案等形式，为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近年
来，委员们先后提交了《关于将‘蒡蔸
朗’苗族迁徙地打造成国家AAA级旅
游景区的建议》等50余件提案和《关
于尽快落实相关保障政策提高民族地区
生育意愿的建议》《关于加强民族地区

移风易俗建设乡风文明的建议》等10
余篇社情民意信息，充分发挥了政协参
谋助手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地区
的建设与发展。”市政协民宗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道。

在项目提案安排上，市政协重点
向民族地区倾斜，以发展民族地区经
济、补齐民族地区短板、助推民族地
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等项目为主，坚
持每年安排 500 万元提案专项资金，
连续多年 70%以上向民族地区倾斜，
惠及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为维护全市
民族团结进步、助推民族地区发展贡
献了力量。

此外，市政协把助力民族团结进
步作为民主监督的重点内容，先后组
织开展了“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十县百乡
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工程”“民族文化保
护利用与开发”等 10 项工作重点视
察，并通过市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形
式对全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进
行专题议政协商，对创建工作成员单位
履行工作职责情况开展民主评议监督，
促进部门改进工作作风、推动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工作落实。

文山市政协主席普光灿表示，今后
将持续聚焦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
交融、助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
问题建真言、献良策、出实招、聚共
识，为推动全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作出政协贡献。

谱好民族团结进行曲的政协音符
——云南省文山市政协助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小记

本报记者 吕金平 通讯员 李茜茜 杨正昌

春节前夕，宁波大学的校园里略
显冷清。求学一年的学子们大多回家
过年，只有少数学生选择留在宁波。
宁波市江北区政协委员、宁波大学阳
明学院少数民族辅导员祖木热提阿
依·哈力瓦尔照例对学院里未返乡的
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摸排，以便了解他
们的安排。

来自新疆的吾斯慢·卡斯木已经
大三，今年他选择在宁波过年。得知
这个消息后，祖木热提阿依·哈力瓦
尔便记在了心上，并不时和他保持联
系。“寒假里我打算再好好学一遍功
课。”“今年我拿到了奖学金，下学期
生活压力减轻了不少，可以放更多的
精力在学习上，目标年级第一！”“因
为英语基础太差，很遗憾不能参与科
研项目，但我打算从其他方面来弥
补。”两人的微信对话，大多是吾斯
慢·卡斯木的好消息以及祖木热提阿
依·哈力瓦尔对他的鼓励。

“从新疆来的少数民族学生，大
部分都会在我们学院读预科班或是大
一，所以我都会担任他们的辅导
员。”2019年，毕业留校的祖木热提
阿依·哈力瓦尔在阳明学院成立了

“石榴籽之家”工作室。这个由6名
少数民族专职辅导员共同参与建设的
工作室，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主线，不断创新民族学生教育
管理模式，聚焦预科和大一的少数民
族学生入学教育、职业规划、生活指
导、学业指导等内容。从此，祖木热
提阿依·哈力瓦尔便成了几百名少数
民族学生口中的“小依姐姐”。作为
一名曾经从新疆来到内地求学的少数
民族学生，祖木热提阿依·哈力瓦尔
与少数民族学生有着很多共鸣。“对
于他们来说，融入新环境并不容易。

而我的经历可以让我更好地站在他们
的角度思考问题，倾听他们的声
音。”祖木热提阿依·哈力瓦尔说。

为了解决少数民族学生语言交流
的障碍，工作室的老师“一对一”

“小班制”地给他们辅导普通话和英
语；有的同学学习跟不上，老师们就
请学校里的优秀学长学姐一起讲课辅
导；为了让同学们开阔眼界，工作室
组织大家去企业、律师事务所、宁波
博物馆等地进行参观和素质拓展。在
经济方面，给需要的同学协助办理助
学金、尽力为生活困难的学生申请勤
工俭学……更多时候，工作室的老师
们会与少数民族学生们交流谈心。祖
木热提阿依·哈力瓦尔说，少数民族
学生入学后，工作室的老师会利用寒
暑假去学生家里家访，与他们的父母
保持沟通，也时刻关注他们在学校里
的情况，希望他们真正融入和享受这
里的校园生活。

这个春节，在工作室的组织下，
留在宁波过年的吾斯慢·卡斯木便参
加了“走进宁波”系列主题活动，在
感受新春习俗的同时，也学习了宁波
象山的海洋文化。“工作室为我们留
校学生安排的活动很丰富，不仅增长
了见识、开阔了眼界，更让我坚定了
对民族团结的信念和追求。”吾斯
慢·卡斯木说。

看到少数民族学生能真正享受和
融入校园生活，是让祖木热提阿依·
哈力瓦尔最开心的事。前不久，有少
数民族学生因为保研成功来跟她报
喜，也有学生会不时来和她分享生活
里的琐事。“这些都让我感到累并快
乐着。”祖木热提阿依·哈力瓦尔希
望通过工作室的帮助，让少数民族学
生学有所长，更要获得全面成长。

这所大学里，“石榴籽之家”暖心窝
吴天云 本报记者 鲍蔓华

近日，中华民族博物院开展丰富多彩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展览展示、非遗体
验等活动，吸引市民和游客近距离感受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图为游客体验做
纳福香囊。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