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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同心共铸

Z 地方实践

Z 共画同心圆

5 月的阳光洒在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南

湖乡万亩瓜田上，放眼望去

一派生机盎然，格外静谧安

详。走近细看，只见叶片挺

拔，藤蔓茁壮，一个个哈密

瓜正变得圆润饱满。再过 1

个月，这里就将迎来甜蜜幸

福的丰收季。而驻扎在距此

30 多 公 里 的 河 南 援 疆 郑 州

工作队，也正积极谋划着助

力哈密市打造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标杆和典范的新

举措。

自进疆以来，河南援疆

郑 州 工 作 队 打 长 盘 、 用 真

情、办实事，把聚焦铸牢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作 为 主

线，把援疆成效落实到改善

民生、惠及当地、增进团结

的方方面面，以实际行动交

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他们持续深入推进产业

援 疆 —— 共 开 展 果 农 培 训

1200余人次，修编杏树、葡

萄主栽品种管理技术培训手册，示范推广蔬菜、水果等

园艺新品种新技术 10 个；围绕主导产业，先后到豫、

京、沪、粤等地开展招商推介，洽谈对接项目 18个，落

地项目 3 个，到位资金 14.47 亿元。实施援疆项目 12 个，

累计完成投资 2.73亿元。

他们持续深入推进教育援疆——豫哈第三实验学校

于 2023 年秋季开学，全面完成豫哈第四实验学校区域

拆迁；到郑州、洛阳等地考察优质学校，接洽教师代

培、联盟校关系建立和分校托管事宜；开展“送课送

教下乡”，打造“带不走”的教师队伍，夯实青少年

筑基工程；深入调研，反复论证，扎实推进农牧区学

校整合和城区学校学区调整工作。

他们持续深入推进干部人才交流合作——引进柔

性援疆干部 37 人，推动郑州、伊州两地多领域建立

对口支援关系，签署系列合作共建协议；全面完成伊

州区 30 名乡村干部到郑州跟班学习，推动双方互派干

部参与两地培训班，增进各行业领域交流合作。

他们持续深入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柳树

沟乡一棵树村村民开展“中华民族一家亲”一对一“结

亲”帮扶，常来常往，越走越亲；组团参加甲辰年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感受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增强“五个

认同”；组织开展“豫哈夏令营”活动，170 名少先队

员赴河南交流学习。30 余名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到

河南考察交流。

他们持续深入推进文化援疆——以河南援疆“豫书

房”智慧阅读空间为载体，常态化组织各民族群众开展

主题亲子活动，推动全民阅读、文化润疆；以筹备哈密

瓜节为契机，邀请郑州、洛阳等地美食企业和汉服企业

参展，带动文旅产业发展；打造回城乡阿勒屯古街特色

文化街区援疆项目，借“中国旅游日”之势，在 5 月 18

日至 20 日举办了开街活动，三天共接待游客达 10 万人

次，实现当地旅游收入 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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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周五，当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即将隐退，中央

民族大学的操场上会准时响起悠扬的舞曲，多民族文化

交融的舞台瞬间“搭建”起来。来自天南海北、不同民

族的师生汇聚在这里，身着各自民族的传统服装，手拉

着手，跳起藏族的锅庄舞。

“穿着朝鲜族的襦裙跳藏族的锅庄，一开始确实会

有点不太习惯，毕竟两种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差别还是

挺大的。但这一点不习惯很快就被兴奋的情绪所取代

——跨界体验不仅能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锅庄舞的热情

与力量，同时也让我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展示和传播我们

朝鲜族的美丽服饰。”舞蹈队伍中，朝鲜族同学朴美娟

边跳边分享自己的感受。在欢快的舞步中，她体会着不

同民族对生活的热爱，仿佛也找到了与藏族同学之间的

共鸣。

另一位穿着侗族服饰的同学说，她每周五都会来跳

锅庄，因为在这里不仅能欣赏不同民族的文化魅力，更能

收获跨民族的友谊和快乐。

“在绿地操场上跳着锅庄，恍惚间是在辽阔的草原上

参加篝火晚会，好像回家了一样。有这么多不同民族的

同学一起跳家乡舞蹈，那一刻我真的好温暖。”相比于其

他少数民族的同学，穿着藏族服饰跳着本民族传统舞蹈

的仓央卓玛更多了一份幸福感，她的舞步也格外有魅力。

锅庄是藏族人民在节日庆典、丰收季节或是重要聚

会时表演的传统舞蹈。舞蹈以围成圆圈的方式进行，男

女老少皆可参与。如今，它凭借包容性强和参与度高的

特点，成为中央民族大学里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正如

一位参与其中的同学所言：“锅庄真的很有魅力，它不问

参与者的身份，不计较舞技高低，每个人都能从中体验到

被接纳、被欢迎，或许这就是民族团结最直接的表达吧。”

据了解，中央民族大学的锅庄舞会由藏学研究院学

生会发起，“雪域文化交流社”持续接力，从 2005 年起，就

成为校园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 20 年来，这一传

统始终在校园内延续，见证了无数年轻学子文化交融，携

手共舞的温馨时刻。

“哎呀，我又跳错了！”

“这个动作没跟上节拍！”

“好累，但是好开心啊！”

……

在“状况频出”的欢声笑语中，各民族同学间的情谊

已在悄然生长，当心手相连、节拍共振，“锅庄之夜”绘出

一幅美丽的人文画卷。

中央民族大学的“锅庄之夜”

20年携手共舞促融合
本报实习记者 李歆彤

近日，安徽省安庆市佛教协会召开“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推进从严治教专题座谈会”，进一步推动

全市佛教界爱国主义教育和从严治教活动走深走实。

当天，近百名法师参加了座谈会，十余位法

师发言，就爱国爱教和从严治教畅谈自己的做法

与思考。

安庆市佛协会长天通法师和特邀参会的宣城市

佛协副会长辉振法师结合中国佛教的历史与现状发

言。他们表示，爱国主义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

是激励广大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政治上不断进步

的源头活水，希望安庆佛教界结合讲经和日常佛

事，对爱国主义思想进行研究和阐释，不断丰富爱

国主义内涵，讲好佛教的爱国故事，讲好安庆佛教

前辈，特别是赵朴初居士、皖峰法师等与中国共产

党真诚合作、团结奋斗的故事，讲好身边佛教界人

士和信教群众爱国爱教、奉献社会的故事。

近年来，安庆佛教界部署全市从严治教工作，

除组织学习外，还深入部分寺院进行走访调查。今

年初全国性宗教团体联席会议联合发布了 《关于学

习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倡议书》，

安庆市佛教协会及时组织学习并积极贯彻落实，部

分寺院充分利用宣传橱窗进行爱国主义宣传。

此外，在安庆市委统战部的重视支持下，安庆

佛教协会与安庆市开放大学联合开办佛教人士学

历提升班，将爱国主义教育作为重要课程。5 月

21 日，是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居士逝世 24

周年，安庆佛协组织部分法师前往赵朴初居士故

乡寺前镇，祭拜了赵朴初树葬地，并参观赵朴初

纪念馆。 （余世磊）

安庆佛教界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和从严治教活动

在 福 建 省 宁 德 市 霞 浦 县 溪 南 镇 ，

有 一 个 名 为“ 半 月 里 ”的 古 村 落 ，是 我

国历史文化名村。整个村落仍保留着

原 汁 原 味 的 畲 族 传 统 文 化 ，让 人 仿 佛

置身世外桃源，流连忘返……

“半月里”，颇具诗意的一个名字，因

地理、地势状况而得名。半月里村党支

部书记雷丽丽介绍，畲族以盘、兰、雷、

钟四姓为主要姓氏，半月里村人大多姓

雷，是明末清初由福安迁居霞浦盐田的

雷祖发后代。“清康熙年间，雷祖发第三

子雷文寿从盐田长岗山迁居至溪南村

寨，此处恰好位于古官道溪南至水朝段

的中点上，因此当时命名为‘半路里’。”

雷丽丽说，到了清雍正年间，雷文寿之

孙雷世茂供职福宁府，是村中名人，他

观测村庄地势，发现四周环山、形似大

碗，村前有一龙清溪自东向西宛如月带

绕村而过，遂改村名为半月里。

在村口巨大的榕树下，四位畲族大

姐手挽手，笑容满面地唱起方言民歌，淳

朴悠扬、余音绕山。“别看半月里村子小，

只有 300 多口人，却是个自然景观和人

文历史兼备的古村，这里依山傍海，古迹

古建贯若串珠。”村中央的广场前有座龙

溪宫，供奉的是妈祖。雷丽丽介绍，畲族

人本是以山为居，过着农耕狩猎的生活，

自称“山哈”。但迁居至半月里的这支则

是依海而生，除耕作外也会通过海运做

茶叶、大米、丝织品等生意，所以这里供

奉着畲族唯一一尊海神妈祖。

沿着石板路拾级而上，白墙黑瓦的传

统建筑错落有致。半山腰一座名为“畲族

民间博物馆”的建筑是一幢三层高的木制

畲族民居，屋主暨博物馆的创建者，正是

霞浦县政协委员雷其松。

“这是我的‘镇馆之宝’！”说起自己

博物馆，雷其松如数家珍。只见屋子当中

直立摆放着一个一 米 多 高 的 木 制 权 杖 ，

顶 端 雕 刻 着 精 致 的 龙 头 ， 庄 重 、 威 严 、

神采奕奕，仿佛活过来一般，下一秒就

要脱离权杖飞身而出。雷其松介绍，这

是畲族典型的木雕龙脑祖杖，在历任族

长间传承，是最高权威的象征，也被族

人视作先祖的吉祥之物。“这根祖杖已有

近 400 年 的 历 史 ， 目 前 已 知 保 存 下来的

畲族祖杖仅此一根。”

二层、三层是雷其松专为木雕艺术、服

装发饰和婚俗场景设置的展厅，他本人也是

省级非遗畲族婚俗的代表性传承人，展厅的

电视屏幕中还播放着他主持畲族婚礼的专题

片。“畲族以凤凰为图腾，这些绣品的纹饰

中几乎都有凤凰图案。”屋子中央的展台

上，平放展示着各式各样的畲族服饰，雷

其松指着衣服上的精美刺绣介绍说，畲族

祖先曾被公主招为驸马，因此当地畲族女

性地位自古以来高于男性。在畲族的婚礼

上，夫妻交拜时有“男拜女不拜”的风

俗，即丈夫向妻子行拜礼，而妻子只需站

立接受，这也是畲族女性地位的体现。

除展品外，其实博物馆建筑本身也是

一件难得的珍品。受老一辈影响，对畲族

历史颇具热爱的雷其松将在其他畲族村中

发现的珍贵古建筑标号拆除，运至半月里

进行复建，才有了如今这座博物馆。他本

人也住在这里，以博物馆为家。除了自己

身体力行地保护畲族文物，雷其松的妻子

和女儿还分别是畲族武术和舞蹈的传承

人，三人轮流在博物馆“上班”做讲解

员，为参观者介绍畲族文化。

作为两届霞浦县政协委员，在雷其松

的介绍推广下，许多政协委员从全国各地

慕名而来，在参观博物馆的同时进行沟通

交流。于是，霞浦县“委员联络点”在他的

博物馆挂牌。

如今，雷其松和他的博物馆越来越出

名，吸引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

观赏。“我这个博物馆做起来后，已经有 30

多个国家的游客参观了。”他笑道，特别是

这两年，随着传统服饰旅拍的盛行，半月里

这个传统古村落逐渐成为游客的“网红打

卡地”。穿着畲族传统服饰、在 300 多年的

古建筑群中留下纪念照，成为许多年轻人

到半月里必选的旅行项目。

对于半月里的未来发展，雷其松也有

一个小愿望：“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但我期待有一天可以建一座真正的博物

馆，有条件把这些文物按照规范标准，更

好地保存下来，将半月里的畲族文化传承

给子孙后代……”

在“半月里”看见畲族历史
本报记者 李冰洁

从遥远边疆到祖国心脏

5 月 31 日的国家大剧院里，准备参加

演出的各支队伍正在紧张地进行最后的排

练与磨合。大厅里，一位身着藏族服饰的

小姑娘拿着一面手鼓，正在不停地练习，

认真的样子非常可爱。

小 姑 娘 名 叫 德 吉 央 金 ， 今 年 只 有 6

岁，这次是在爸爸的陪伴下第一次从西藏

拉萨来到北京。“北京和拉萨很不一样，

很大很漂亮。我还去天安门广场看了升

旗，感觉很震撼。”虽然言语稚嫩，但小

姑娘还是努力表达着此次北京之行带给她

的新鲜和新奇——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

参与这么大规模的演出，第一次认识这么

多不同民族的小伙伴。

德吉央金的爸爸告诉记者，这次接到

表演任务时间很紧，尤其是从原本唱歌的

节目改为舞蹈，德吉央金在有限的时间里

反复练习，就是希望最终能在舞台上呈现

藏族舞蹈最美的样子。

和德吉央金一样，从遥远的边疆来到

北京参加演出的，还有来自新疆艺术学院

附中的同学们。

排练间隙，其他同学都在休息，只有

汉族姑娘刘昱希和她的维吾尔族小伙伴古

丽努尔还在小声分享着这几天来北京的经

历。同样是第一次来北京的她们，这几天

还沉浸在来到“祖国心脏”的兴奋之中。

除了去天安门、故宫等地参观了解国家的

历史文化，此次北京之行最让她们感兴趣

的 ， 还 是

在 北 京 舞

蹈 学 院 参

观 学 习 的

体验。

“ 因 为

我 们 本 身 就

是 学 舞 蹈 的

嘛，所以去学校

观摩过哥哥姐姐们

的课程之后，一方面

觉得他们很厉害，另一方

面 也 对 北 京 的 学 校 更 向 往

了。”古丽努尔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

好好学习，将来到北京上学。在得知北京

舞蹈学院里有曾经和自己同校的学长时，

刘 昱 希 兴 奋 地 说 ，“ 这 也 让 我 更 有 信 心

了，说明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来北京。”

刘昱希和古丽努尔还说，这次和这么

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一起演出，不仅增

长 了 见 识 ， 更 收 获 了 相 隔 千 里 的 友 情 。

“我们约定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到各自的

家乡去。”

大山里唱出民族文化自信

“格尾尾喔，史洛洛，阿木迪察洛洛

……”演出现场，随着彝族孩子们天籁

般童声的响起，一曲 《阿依的翅膀》 感

染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这句以彝语开

始的唱词汉语意为“荞麦花开，开得满

山红；荞麦花开，彝寨乐开了花。”这既

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汶水镇中

心校孩子们的歌声，更是彝族村寨少数

民族乡亲歌颂幸福生活的心声。

雷 波 县 被 称 作 “ 中 国 彝 族 民 歌 之

乡”。两年前的 6 月 1 日，在汶水村的汶

水 镇 中 心 校 ， 汶 水 阿 依 合 唱 团 正 式 成

立，超过八成是彝族学生。“阿依”在彝

语里是“孩子”的意思，而这首改编自

彝族民歌 《阿依的翅膀》，正是以古朴悠

扬 的 旋 律 为 基 调 ， 融 合 通 俗 易 懂 的 语

言，在听众心里展现出一幅开满金色荞

麦花的山野画卷。阿依合唱团的孩子们

则 通 过 音 乐 表 达 着 对 家 乡 的 热 爱 之 情 ，

把彝族文化传遍五湖四海。

“这次来北京感觉特别

高 兴 、 特 别 兴 奋 ， 看

到了很多以前只在

书 本 上 和 电 视 上

看 到 的 画 面 。

北 京 有 好 多

的 高 楼 大

厦，这里的

美 和 大 凉

山 的 美 很

不 一 样 。”

这 次 北 京

之行让今年

13 岁 的 彝 族

姑 娘 刘 日 落

印 象 深 刻 。 而

对于更多第一次

走出大凉山的合唱

团成员来说，来到大

城市不仅仅是见世面，更

是文化的交流。

汶水镇中心校校长、合唱团带队老

师王刚介绍，合唱团成立之初，首批团

员 只 有 30 多 名 。 许 多 孩 子 都 很 害 羞 腼

腆，面对陌生的人和环境十分怯懦，但

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他们渐渐地敞开

心扉。

“ 现 在 合 唱 团 已 经 发 展 到 40 多 人 ，

是音乐让孩子们变得越来越阳光，越来

越快乐，他们的合唱越发拥有了触动人

心的力量。我们在 《阿依的翅膀》 中歌

唱美好的生活，歌唱乡村振兴给深山彝

家带来的巨大变化。既表现了我们民族

的文化，更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王

刚说，音乐让孩子们有了能被世界看见

的机会。而在首都登台表演的经历，不

仅培养了孩子的自信心、锻炼他们的思

维能力，更帮助孩子拓宽视野、加强对

不同文化的了解，为他们将来真正走出

大山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

从表演中了解民族团结的意义

在国家大剧院的后台，一群身着亮丽少

数民族服装的孩子格外引人注目。“我们来

自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平天使艺术团，我们

这次表演的节目叫作 《我们永远在一起》，

体现的是各民族少年儿童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团结在一起。”当记者请孩子们介绍一下自

己这次所表演的节目时，大家如数家珍，自

信满满。

“我们平时在教孩子学习舞蹈时，不仅

要教动作，更要教每支舞蹈背后蕴藏的不同

传统文化背景和民族历史，这样孩子们跳出

来 的 舞 才 有 情 感 。” 艺 术 团 老 师 王 婷 婷 介

绍，就拿此次孩子们表演的少数民族舞蹈来

说，老师要先告诉孩子跳的是哪个民族的舞

蹈，再从民族的文化说起，引申到舞蹈的动

作特点、含义。“我们艺术团的孩

子绝大多数都是汉族，教一个少

数民族的舞蹈，就相当于给孩子

们上了一堂民族艺术课。让他们

从小就认识我们多民族的

文化，了解民族团

结的意义。”

同 一 个 房 间

里，当记者看到艺

术团的孩子们和来

自大凉山的小朋友

互相在本子上写上

姓名、留下联系方

式时，就知道老师

们 的 努 力 达 到 了 预 期 效

果 。 在 这 个 小 小 的 空 间

里，不同民族的孩子不仅

从表演中认识和了解了彼

此 的 民 族 文 化 ， 更 从 内

心 深 处 相 互 认 同 并

抱紧了彼此。

让我们从小抱紧彼此
——2024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演出活动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奚冬琪

6月 1日至 2日，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支持的 2024年“我和祖国一起成

长”“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演出活动在国家大剧院举行。演出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讲述新时代青少年儿童与祖国一起成长的故

事。其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参演少数民族小朋友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不仅为大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演出，更体现了各民族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情谊，共同编织出一幅绚丽多彩的民族团结画卷。

Z 民族风采Z 宗教资讯

各民族儿童表演舞蹈 《我们永远在一起》

大凉山孩子演唱大凉山孩子演唱

《《阿依的翅膀阿依的翅膀》》

德吉央金在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