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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同心共铸
Z 委员声音

Z 地方实践

Z 宗教资讯

一部中国史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
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
作的主线。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全国政协委员，宁
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
汉成有自己的思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
践基地是激发爱国热情、凝聚人民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场
所。”马汉成通过调研了解发现，目前，在
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
基地中，还存在一些共性问题，他将之总
结为：“缺规范、标准低；缺统筹、点位泛；
缺培训、讲解虚；缺挖掘、特色少。”

马汉成说，当前一些实践基地中，展
陈内容与主线要求不匹配，部分展览“新
瓶装旧酒”，展陈内容主题不清晰。也存
在规划布局不科学，导致重复投入、难以
形成聚合效应。“如果对内容没有统一的
审核把关，容易在精准度上出偏差，影响
宣传教育的导向性和公信力。”他说。

此外，解说人员的政策理论水平、历
史人文素养、阐释解读能力等有差距，
事与理、史与论、时与策的结合不够，没
有做到情理法心有机统一，让听众缺少
代入感、体验感、获得感，有的基地甚至
没有配备专职解说人员；与本地本领域
实际结合不够，内容同质化现象也依然
存在。

对此，马汉成建议，国家民委应总结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评审命名
办法》等规定贯彻落实的成熟经验，出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
有关文件，明确建设指标、评审命名、日
常管理、保障措施等具体要求，为各地抓
好制度化、标准化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同
时，中央宣传、统战、民委、教育、文旅等
部委联合出台文件，对教育实践基地的
建设和管理作出规范，做到既贯穿主线
要求，又兼顾各领域宣传教育工作的实
际需要。

此外，他还建议中央统战部、国家民
委出台相关政策，从智力和财力两方面
支持民族地区运用“三交史”建设好特色
教育实践基地，充分释放编纂成果效
能，以点带面推动全国铸牢教育实践基
地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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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奚冬琪）5月23日至26日，全国佛教古籍管
理研修班在江苏苏州寒山寺举行，来自全国佛教界47家佛教古
籍存藏单位的50余名学员参加学习。该研修班旨在加强佛教古
籍的保护、研究、传承与弘扬，加强佛教文化建设，推动我国佛教
的健康传承发展，持续推进佛教中国化走深走实。

在为期4天的学习中，来自全国古籍保护管理领域8名知名
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经验和实践案例，围绕“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概
述”“佛教古籍的版本鉴定”“佛教古籍修复常识”等内容进行专业
解读，从政策理论、研究成果、技术支撑等多层次、多维度与学员
进行交流，分享先进经验以及独到见解。研修期间还安排现场教
学环节，理论联系实际，将学习内容转化为指导实践的指南。

主办方介绍，作为我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卷帙浩繁的佛
教古籍既是佛教法脉传承的载体，又是我国历史典籍中的宝贵
遗产。做好佛教古籍保护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
传承好、发展好，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是中国佛
教协会和全国佛教界的使命和职责。中国佛教协会在与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先后合作举办3次不同内容的古籍保护研修班的基
础上，再次与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共同主办本次研修班，既是引领
全国佛教界着力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不移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的举措，也是不断提高全国佛教界古籍保护管理水平、推进
佛教中国化行稳致远的有益探索。

26 日下午，研修班举行结班式，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刘
惠平等嘉宾代表为学员颁发结业证书，并对本次研修班的培训
成果给予高度肯定。学员们纷纷表示，将以此次研修班为契机，
勇于担当起新的文化传承使命，努力在佛教中国化实践方面取
得新的更大成绩。

此次研修班由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主办，江
苏省佛教协会、南京图书馆（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和苏州市佛
教协会协办，中国佛教协会第十届理事会文化艺术委员会、苏州
寒山寺和南京栖霞市承办。

全国佛教古籍保护管理研修班
在苏州寒山寺举行

初夏时节的闽东闽北，青砖老瓦虽旧
犹新，参差的青石路与鹅卵石路交错绵
延，编织出民族乡村如画的“慢时光”。近
日，当福建省政协“加大挂钩帮扶民族乡
村工作力度”调研小分队深入南平市、宁
德市调研时，看到的是一幅生动的“中华
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画卷。

漫步“粉色沙滩”、品茗畲家茶叶、
探秘畲族溯源……走进宁德市蕉城区金涵

畲族乡上金贝村，委员们与迎面而来的
畲族群众很快熟络起来。大家倚着村头
的石碑，了解全村深化“产业+文旅+畲
韵”，走上少数民族村寨乡村振兴之路的
故事。

不仅是上金贝村，柘荣县宝鉴宅村以
“村集体+合作社+农户”合作模式，发展
茶叶、果蔬、花卉等特色产业；蕉城区北
山村立足本地资源，深入挖掘民族传统中

草药，保护濒危中草药，发展特色水果产
业……在闽东闽北多地，委员们走进一个
个少数民族村寨，边听边问边看，深入了
解了各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
育、挂钩帮扶政策落实、金融助力特色产
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等情况。

“政策支持、产业发展，是少数民族村
寨群众创造幸福生活的坚实依靠。但是，
当前各地仍存在乡村互联网、物流快递等

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民族乡村产业基础较
为薄弱等问题。”在调研中，委员们表达了
担忧。

挂钩帮扶政策的继续实施，是推动民
族乡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跟上福建全省高质量发展步伐
的重要举措。对此，委员们建议，有关各
方要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
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
态化机制，进一步强化金融助力民族乡村
振兴的精准性、实效性、引领带动性，进
一步建立健全挂钩帮扶、特色经济发展扶
持、特色村寨建设等制度，真正以推动民
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干成效，服务全省
加快建设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窗口，同绘
民族团结进步新图景。

民族乡村“慢时光”里的“新亮点”
——福建省政协开展“加大挂钩帮扶民族乡村工作力度”调研小记

本报记者 王惠兵

每隔一段时间，维吾尔族姑娘、浙江
省义乌市政协委员莎莎都会在五爱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阿依乐·莎莎”民族工作室
组织丰富多样的活动，促进各民族同胞更
好地融入当地。凭借精通 8 种语言的优
势，莎莎还会走街串巷，帮助语言不通的
各民族同胞和外籍友人解决生活工作困
难和邻里纠纷。

作为全国少数民族群众来源地广、民
族成份多、聚居人数较多的县级市之一，
义乌目前共有 54个民族成份，超 24万名
少数民族同胞在这里工作生活。近年来，
义乌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努力形成
各民族同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而团结

奋斗的和谐共融局面。义乌市政协也依托
履职新平台、新载体，充分发挥政协委员
特别是少数民族界委员力量，协力促进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003 年，热情的苗家“辣妹子”张莉
怀揣梦想来到义乌。经过多年打拼，她早
已成为新义乌人，还加入政协大家庭，担
任义乌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副会长、
秘书长。工作之余，她全心投身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协调推动成立义乌市流动
党员文明先锋队，牵头发起成立四季同
心民族工作室，设立“彤云·石榴红家
园”，搭建各民族文化展示、联谊交友、
宣讲教育等活动平台，为在义各族群众
全面交往、广泛交流、深度交融开辟新

路径。
如今在义乌，像张莉这样的少数民

族界委员还有好几位。市政协发挥少数
民族界委员作用，积极引导他们在履职
工作中和关键时刻亮明身份，利用自身
专业知识和影响力主动发声。团结联谊
的“好声音”越来越响亮。

2022年，石榴红委员工作室在义乌
市佛堂镇成立。土家族政协委员朱小亚
在委员工作室值班时积极收集民情民意，
整理撰写了《关于加强中小学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建议》，民族团结教
育进课堂等建议被积极采纳。市教育局也
积极组织各中小学开展“六个一”专题活
动，推动民族之花在校园绽放。

义乌电商资源丰富，2022年底，石
榴红委员工作室开展爱心助农公益直
播，帮助贵州独山县布依族销售蜂蜜脐
橙 317 万斤，放大了带货效能。此外，
工作室团队还帮助四川甘孜藏族自治
州、巴中、汶川、湖北秭归等少数民族
同胞集聚区域开展助农活动20余场。

除了发挥好委员优势，市政协还结
合“六送下乡”等活动，组织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免费培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
宣传月活动，举办“共融读书会”“民族
同胞故事会”“民族团结一家亲”等文化
活动，持续以语言相通、思想铸魂、文
化聚心增进民族共融。

与此同时，市政协不断创新履职载
体，线下积极搭建多个履职平台，线上打
造“民情一点通·义事即办”数字平台，成
为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系群众的“新窗口”，
有效助推了户籍、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的优质共享。如今，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
同胞在义乌留下来、融进来、富起来，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维吾尔族、苗族姑娘在义乌开起工作室
本报记者 鲍蔓华 通讯员 张紫嫣

在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万松街道武
展社区辖区内，有座颇具民族特色的建
筑——金色屋顶，圆形宝塔，浓郁的民
族特色让人过目难忘。这就是远近闻名
的汉藏文化交流中心“西藏印象”。它的
经营者，正是在武汉生活了30余年的武
汉市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
任，武汉汉藏文化交流中心主任斯朗·
丹增曲培。

从西藏到湖北，从陌生到融入

13岁时，斯朗·丹增曲培从家乡西
藏拉萨来到湖北沙市六中的西藏班学
习；成年后，工作生活兜兜转转，最终
他选择回到湖北创业。2000年，斯朗·
丹增曲培从荆州一间 20 平方米的藏族
饰品店做起，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
把生意越做越大，不仅在武汉建起了约
2000平方米的“西藏印象”大型主题餐
厅，还于近期建成了集经贸、文化、旅
游、教育为一体的大型汉藏及各民族交
流平台——湖北西藏大厦。“我在湖北
学习、生活、工作的经历，正是这些年
来边疆少数民族群众融入城市的真实写
照。”斯朗·丹增曲培坦言，有过不适
应、有过困难，但更多的还是被接纳、
能融入之后的喜悦感和成就感。“所以现
在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
更多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

记得刚来湖北时，斯朗·丹增曲培
最不适应的就是语言、气候和饮食了。

“西藏气候凉爽，湖北潮湿闷热；湖北
是鱼米之乡，大家习惯吃鱼，我之前在
家乡几乎没吃过鱼；那时我不会说普通
话，湖北话比普通话还难懂难学。”但
他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而是尽量去
了解和融入。“我很努力地学习普通
话，跟当地人交流，去理解他们的语言
特征和含义。现在我已经完全是武汉口
音了。”

斯朗·丹增曲培回忆，往前推几十
年，从西藏一个人背井离乡来到文化和
生活习惯有很大差异的大城市发展，是
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现在就不一样
了，网络和交通的发达已经大大拉近了
边疆地区和发达城市的距离。”斯朗·丹
增曲培说，如今国家普及通用语言文字

教学，孩子们从小都学习普通话；在西
藏，川菜馆随处可见，湖北菜也不稀
奇；网络让大城市的生活不再陌生，越
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年轻人愿意走出家
乡，到沿海城市学习、工作。

帮助更多人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分子

作为民族地区融入城市的“先行者”，
近年来，斯朗·丹增曲培也用自己的经验
帮助了很多在武汉的少数民族群众。

几天前，在“西藏印象”工作的
“00 后”维吾尔族姑娘穆耶萨尔·阿布
都色米找到斯朗·丹增曲培，提出想申
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问他应该如何努力
提升自己。“我还记得，几年前，这个姑
娘在武汉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因
为听说‘西藏印象’的老板是少数民
族，所以过来应聘。”斯朗·丹增曲培
说，面试时，他用维语向她问好，没想
到小姑娘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当时就
决定留下来工作。

斯朗·丹增曲培发现，对于很多初
来大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众来说，融入城
市的第一步就是要和这里的人建立亲切
感，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更习惯选择同
是少数民族同胞创办的企业，作为自己
落脚的第一站。“既然他们选择了我，

那我就要更好地为他们服务。”为了让
少数民族员工尽快融入城市，斯朗·
丹增曲培会在培训中增加有关当地风
俗、饮食习惯，以及如何待人接物等内
容，帮助他们熟悉环境。“很多从偏远
地区来的少数民族群众心思单纯，对城
市生活不熟悉。我们在培训时就更要有
耐心、有爱心，要帮助他们建立和城市
的亲切感。”

如今，在“西藏印象”工作了几年
的穆耶萨尔·阿布都色米已经不再是初来
应聘时那个腼腆青涩的小姑娘了。在武汉
扎下根的她不仅自己要求进步，还带来了
原本在老家工作的男友。“我想入党，想再
好好干几年，用攒下来的钱在武汉买个房
子。然后把老家的父母也接来，一起在武
汉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烧烤店。”穆耶萨尔·
阿布都色米说，老板的经历和成功事迹深
深鼓舞了她，而这些年武汉这座城市的包
容，也让她坚定了在这里工作、安家的决
心。“虽然我来这里时间不长，但我觉得自
己已经是这里的一分子了。”

转变思想观念，更好融入流入地

这些年，在斯朗·丹增曲培的企业
员工中，不乏来自藏族、维吾尔族、哈
萨克族、土家族、苗族等民族的同胞，

在与他们的接触交流中，斯朗·丹增曲
培也发现了当前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在融
入城市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除了在语言文字、民风民俗、宗教
信仰等方面对远离家乡的大城市缺乏归
属感，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少数民族
群众在城市往往就业层次不高、就业范
围较窄、就业质量不优。”斯朗·丹增曲
培提到，由于专业技能欠缺、文化程度
不高，加上职场经验、职场素养无法跟
大城市从业人员相比，导致少数民族群
众在城市工作的稳定性差、流动性大。
另外，由于对流入地政策的获取、理
解、运用能力较低，主动去争取、去匹
配政策福利的意愿不够，也使得他们在
城市的生活不够顺畅和便利。

对此，斯朗·丹增曲培认为，一方
面要尽可能开展继续教育，在政策宣
讲、文化知识、风俗习惯、法律规章，
特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加
强宣传。同时，也要有意识地加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及国学知识、哲学知识的
学习教育，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将其纳入
学分体系或作为社会继续教育开展培
训，加强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国学熏陶，
引导他们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要针
对进城务工经商的少数民族群众开展职
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增强谋生创业的
本领。多措并举提升少数民族群众自身
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转变思想观念，
更好融入流入地。

“可以利用节日节庆、联谊活动、交
流座谈、结对共建等多形式多渠道，让
各族群众广泛交流，扩大‘朋友圈’”。
斯朗·丹增曲培建议，通过就业优惠政
策、政府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形式，
吸引和鼓励少数民族群众杂散居住，构
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积极引
导他们参与社区共建、参与社会事务、
公共服务、公益事业，共同缔造美好环
境与幸福生活。同时，发掘和培育少数
民族中杰出的代表，通过“头雁”作
用，带动少数民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

“作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受益者，我愿
意尽我所能，为促进少数民族群众更好
融入城市作出自己的贡献。”斯朗·丹增
曲培说。

来自西藏 扎根江城
——听武汉市政协常委斯朗·丹增曲培讲述30年的城市融入故事

本报记者 奚冬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
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通过务工、求学等方式进入城市，成为城市经济的一部分。各地也纷纷
创新举措，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团结进步的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与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相结合，让城市
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也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

——编者

日前，由北京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中心、石景山区委统战部主办的
北京市第十九届民族健身操舞大赛预赛（石景山分赛区）暨第十六届

“石榴花开石景山”石景山区民族健身操舞大赛在石景山体育馆成功
举办。此次比赛展现了各民族群众良好的精神风貌，促进了各民族群
众深入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民
族健身操舞大赛的举办进一步增进文化认同，促进文明互鉴，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文化力量。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斯朗·丹增曲培 （左二） 邀请部分在武汉学习工作的各民族代表开展交
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