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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同心共铸

Z 民族风采

塔吉克族传统舞蹈“婚礼舞”

Z 地方实践

初夏时节，站在福建泉州

石狮郭坑村文化广场，一座极

具回族风情的建筑映入眼帘，

展现着这个村子浓郁的民族文

化气息。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

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

和睦之魂。在这里，我们深刻

感受到，民族团结工作的实施

阵地建设有保障，形式多样有

氛围，典型引领有成效。”日

前，泉州市政协“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情况”

专题视察组走进郭坑村，委员

们不禁感慨道。

从郭坑村到凤里街道八卦

街 广 场 ， 委 员 们 通 过 实 地 调

研、听取汇报、座谈交流等方

式，深入了解郭坑村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

兴工作的显著成效，也了解了

八卦街广场在改造提升过程中

注重古建筑等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的具体举措。

在泉州市政协委员丁丽红

看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贵在

持之以恒，要促进少数民族文

化的保护、宣传、展示，进一

步推动实现民族团结与乡村振

兴的互融互促。

泉州市政协委员郭永尚表

示：“要引领少数民族和民族

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共享社

会发展成果，走向共同富裕道

路。”

泉州市政协委员王鸿燕建

议，当地要继续加强青少年爱

国主义教育，鼓励文化界积极

创作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类爱国主义教育精品读物

和校本课程，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

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同时，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区创建工作，鼓励少数民族村先行先试，努力打造民

族地区团结奋斗共同富裕标杆区。

泉州市政协副主席蔡萌芽表示，持续深化“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站位要高，方向要明，

举措要实，要全面理解和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

策，自觉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高度想问题、作决策、抓工作，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 更 加 深 入 ， 推 动 新 时 代 党 的 民 族 工 作 实 现 高 质 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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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齐齐码起来的油香、层层叠叠的馓子和水果

……6 月 17 日清晨，人们从四面八方陆续来到宁夏回族

自治区银川市南关清真大寺，参加一年一度的古尔邦节

会礼。

古尔邦节是中国回族、维吾尔族等信仰伊斯兰教少

数民族的传统节日之一，又称“宰牲节”，是提倡忠

孝、祈求幸福的节日。

宁夏是我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约三分之一人口为

回族同胞。对当地人来说，每年的古尔邦节，不仅是团

聚的节日，也是人们互相问候、祝福的节日。

节日来临前几天，当地群众便开始做准备。首先是

大扫除，全家齐动员，有拿着鸡毛掸子扫屋顶灰尘的，

有擦拭厨房灶台污垢的，有洗涤衣物的，经过一番忙碌

后，窗明几净，大人小孩也穿得干净整洁，以崭新的面

貌等待节日到来。

节日的前一天，各家妇女腰裹围裙忙着炸油香、做

馓子，浓浓的香味里飘着欢声笑语。男人们则一大早换

上节日的服装，赶到当地清真寺参加会礼，随后还要游

坟缅怀先人。清真寺内，早来的群众互致问候，与相识

的朋友聊天；清真寺外，沿街都是售卖回族群众传统美

食 的 商 贩 ， 随 时 可 见 前 来 参 加 会 礼 的 群 众 挑 选 节 日

美食。

回族有饮茶的习惯，以“盖碗茶”最受欢迎。在古

尔邦节等节日聚餐时，“盖碗茶”是餐桌必备。喝茶所

用“盖碗”多为瓷质，上配盖下配托，茶托隔热便于持

饮，茶盖则既用于保温又可在持饮时刮去漂浮。这类由

碗、盖、托三件组成的盖碗又被称为“三才碗”。用

“盖碗”冲泡的“八宝茶”就是有名的“八宝盖碗茶”。

为庆祝古尔邦节，宁夏放假两天，刚好和周六、周

日连起来，可以连休四天。大家借此机会纷纷出游，形

成了一个旅游小高潮。6 月 18 日上午，记者驱车 30 多

公里前往银川市贺兰山下的志辉源石酒庄和贺兰山运动

休闲公园，这里已经积聚了不少人，市民们散步、骑

行、拍照，搭起帐篷，惬意地与大自然亲近。

“一顶天幕、几把椅子、三五好友、户外烧烤，蓝

天白云下，背靠贺兰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吃饱喝

足，还能到贺兰山魔法书院，喝一杯咖啡、读一本书，

都是不错的选择。”一位游客惬意地说。

“去年的古尔邦节，宁夏全区游客出游热情高涨，

节日期间全区累计接待游客 181.4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 13.11 亿 元 ， 分 别 较 2022 年 同 期 增 长 55.92% 和

99.84%。”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宁夏经济社会发展更为强劲，相信古尔邦节期

间旅游人次和收入会再创新高。

共度欢乐节 共叙团结情
——宁夏各族群众欢度古尔邦节掠影

本报记者 范文杰

当前的新疆，各族人民和睦相处、

安居乐业，天山南北处处呈现出一派

繁荣景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孜介绍，

2023 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

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

总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等 6 项经济指标增速均位居

全国前 5 位，是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

质效最好的一年。

在喀什古城旅游景区，每天来到

这里的游客数以万计。人们徜徉其中，

不仅可以从各种传统手工业中感受当

地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还可以在一间

间咖啡店、旅拍馆中，体验“网红”经济

带来的热闹与实效。但是可能很少有游

客了解，十几年前，这座古城里还是危

房林立、污水横流。

古城旅游讲解员苏热娅的家就在

古城西片区。“我家世代居住在这里，

这里是什么样子我可太清楚了。以前

这里不叫古城，而被称为老城区。”苏

热娅说，2010 年老城区改造前，自己

家是一幢两层高的土坯房，一层住人，

二层堆放杂物。“因为房子太破了，一

到下雨天就漏，所以只能住在一层。”

老城改造项目启动后，相继完成了

28 个片区 49083 户、507 万平方米的危旧

房改造，以及核心区 35.95 公里的地下管

道处理；完成 4622 套、24.03 万平方米安

置周转房建设，同步完善 28 个片区水、

暖、电、气、路、环卫、绿化等内部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根据保留传统民居风貌的

原则，现在经过修缮的古城房屋外观还

是土坯的模样，但里面构架都是钢筋水

泥的，而且各种现代化的设施一应俱全。

我家现在是 3 层楼，一层开店，二三层住

人。”苏热娅介绍，也正是因为住房条件

改善，古城居民才有条件开民宿、发展旅

游业。

2015 年 7 月，喀什老城正式成为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看好家乡旅游产业发

展的苏热娅报考大学时选择了旅游管理

专业，并如愿在学成后回到喀什就业。

“我家是做服装裁缝生意的，以前做衣服

就是卖给老城居民，现在游客多了，很多

人会专门找我们定制，收入比以前高了很

多。”苏热娅说，自己的两个姐姐之前在北

京、深圳学服装设计，这几年也回来打理

家里的生意。融入了现代设计的传统民族

服饰不仅可以卖给来这里的游客，还可以

通过电商网络把服装卖到全国。

“如果不是老城改造，我们不可能有

现在的生活。”作为每天在古城里行走的

导游，苏热娅见证了这些年发生在这里

的每一点变化。“以前城里开民宿的人家

很少，所以价格很贵。现在开民宿的人越

来越多了，价格公道，家家都能挣到钱。

各种餐饮和手工艺店铺也越来越多了。”

作为新疆发展的一个缩影，喀什老

城的变化让苏热娅一家变得富裕、幸福；

而同样感受到新疆巨大发展变化的，还

有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柯马凯。多

年前，柯马凯和家人曾到访新疆，而如

今新疆的发展速度让柯马凯感到惊叹。

“现在，喀什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柯马

凯说，几十年来，新疆的发展是大家有目

共睹的。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马

克林也曾多次到访新疆，当地的发展程

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马克林认为，新

疆目前正处于一个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

繁荣的时代，并且正在迎接充满希望的

未来。

“通过交流，我们对新疆的发展有了

更为具体而完整的认识。”中央民族大学

副校长强世功表示，新疆的历史丰富多

彩，新疆的未来值得期待，新疆的发展必

将为中国乃至整个周边地区的繁荣发展

注入活力。

现代化的新疆，未来值得期待

当历史照进现实当历史照进现实 新疆未来更美好新疆未来更美好
——从“中国新疆的历史与未来”国际论坛发言看喀什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 奚冬琪

6 月 12 日，由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和喀什大学联合主办

的“中国新疆的历史与未来”国际论坛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

市举行。来自国内外的 17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论坛，旨在以考

古、历史领域的国际交流，推动新疆历史人文的多元一体研究，

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论坛上，8 位中外专家围绕“中国新疆

的历史与未来”这一主题进行了主旨发言，并以“新疆考古与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新疆考古与中华文明的多元通和”“西域

丝路与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以及“新疆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

等为议题展开 4 场圆桌论坛。作为论坛举办地的喀什，其历史与

当下，正为这些议题写下了现实的注脚，并证明新疆必将走向更

加光明的未来。

几个世纪以来，中亚和中国一直

是亚洲和欧洲之间贸易、经济、文化和

智力交流的重要枢纽，是丝绸之路上

不可或缺的一环。对此，乌兹别克斯坦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当代历史和国际研

究系主任、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教授

米尔左吉德·拉希莫夫认为，新疆在中

国和中亚的历史和现代关系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发挥着文明互鉴的独特桥

梁作用。同时，中国和中亚其他各个国

家作为当代文明史的重要参与者，与

全球化进程紧密相连。而当下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更是这种跨区域和全球

伙伴关系和而不同、百花齐放的典型

例证。

“按照新疆的生态和地理环境来

说，这里是没有蟒蛇这种动物的。但为

什么很多新疆传统民族乐器在制作时

都会用到蟒蛇皮呢？这正说明了新疆

作为曾经的‘丝绸之路’上重要节点，

自古就和多个地区有贸易交流和文化

往来，且这种往来已经深深渗入到当

地人的生活和经济生产中。”在位于喀

什疏附县吾库萨克镇的民族乐器村

里，讲解员热则耶·艾尔肯指着墙上悬

挂的各种乐器讲述着喀什作为“丝路

明珠”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如

今，这座有着 150 多年乐器制作历史

的村庄，生产制作的乐器有 27 大类、

50 多个品种，几乎涵盖了新疆所有的

传统民族乐器。近年来，在国家的关心

支持下和广东省的援助下，村里建设

了民族乐器制作和民族乐器博物馆等

场所，目前已带动全村 273 户 500 余村民

人均增收上千元。在助力致富的同时，也

让民族乐器从家庭式作坊逐步发展成现

在的旅游景区。

“以前在家里做乐器，地方小不方

便。现在制作工坊里做乐器，不仅环境宽

敞明亮，而且还能随时给游客演示讲解，

最关键的是收入也提高了不少。”专门负

责乐器装饰制作的玉苏甫江·居麦说，自

己从十几岁就开始跟爷爷、哥哥学习传

统乐器制作，之前从没想过这些乐器可

以卖到全国各地甚至“一带一路”共建国

家。“正是有了国家的好政策，才让我们

的生活越来越好。”

传统的文化通过“一带一路”延续，现代

经济同样通过“一带一路”延伸。

作为张骞出使西域时的重要站点，喀

什自古便是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近年

来，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特

殊地缘优势的喀什地区，更是加快公路、

铁路、航空“三位一体”交通枢纽建设，不

断提升喀什服务国家对外贸易的能力。

在喀什综合保税区入口，一辆辆满

载汽车、空调、百货的运输车正排队进场

卸货；在保税区内的喀什综保国际物流

供应链有限公司的货场上，工作人员忙

着往运输车上装布匹、地毯、轮胎、汽车

配件等商品，与此同时报关人员开始履

行海关手续，争取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

一早让这些车辆开往各个口岸，去往中

亚各国。

在 2014年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喀什

综合保税区里，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实现经济“紧密相连”，在这里体现得淋漓

尽致。作为南疆唯一的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喀什综合保税区利用独特的地理区位

优势，重点发展保税物流、保税加工、跨境

电商等，着力打造面向中亚、南亚的物流

分拨中心和加工制造中心。2023年，实现

进出口贸易总值 496.5 亿元，进入全国综

合保税区排名的前30。

“喀什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

商贸集散地，是一个知名的‘大巴扎’。近

年来，随着中吉乌三国共同推动铁路建

设，喀什的交通枢纽地位将进一步强化。

未来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大巴扎’，还将

是一个制造业的中心、现代科技人才的

中心。”西安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院长

兼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黄达远认

为，大型现代化项目的推进和实现，推

动了新疆现代化的发展，有效巩固了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喀什的未来一

定会更加美好，新疆的未来一定会更加

美好。

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交流从未间断

新石器时代石磨盘

“这件新时代的马鞍形石磨盘，出

土于喀什疏附县乌帕尔乡，是先民用来

研磨粮食的。而类似的石磨盘在我国山

西下川文化遗址、河南裴李岗文化遗

址、西安半坡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这

反映了很早以前喀什地区与中原地区就

有文化交流。”

“这是‘明约路碑’，碑文中记载了新

疆首任巡抚刘锦棠率领清军将士以及本地

的各族百姓一起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历

史，实证了各族人民始终团结一心，为维

护国家主权统一而斗争的史实。”

……

在喀什博物馆喀什历史文物陈列

厅，讲解员的生动讲解吸引游客们在反

映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展品前流连驻

足。“能够真切感受到中华文明的一脉

相承，新疆各族人民就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地抱在一起，大家生活在这里非常和

谐幸福。”一位四川游客不禁竖起了大

拇指。

一场展览，是一部立体的历史书；

一件文物，就是一面镜子。从喀什博物

馆的展品中可以看出，喀什自古以来就

是多元文化荟萃，多民族、多种宗教并

存之地。是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人民一

起，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和灿烂的中华文明。

正如参加此次论坛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

院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艾力·吾甫尔所言：在中华文

明怀抱中孕育的新疆各民族文化，同中原文化的交往

交流交融不断加强，包容互鉴，深度融合，成为中华

文化的组成部分，与中原文化一起共同铸就了多元一

体、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热米娜·肖凯提

认为，中原文化和新疆各民族文化长期交往交流交

融，既推动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多元

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

“这是喀什市区内最早的古遗址，也是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的见证。班超在此处驻守 17 年期间，

团结和依靠西域各民族，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而西

域各民族也与中原诸民族往来密切，形成了血浓于

水、休戚与共的关系。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谱

写出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在喀什的盘橐城遗址

公园，回族讲解员马晓丽每天都要给游客讲述东汉

名将班超驻守此处，荡平匈奴势力、安定西域的故

事。自 19 岁来到这里工作，如今已经讲解了 28 年的

马晓丽说，遗址公园里的班超塑像见证了自己的成

长，而自己则在一次次解说中更加深刻了解了民族团

结的意义。

生活中，马晓丽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维吾尔族名

字——布热比娅，汉语意为“天天开的花”。“我老家

在陕西，但因为从小就上维吾尔族学生比较多的学

校，和各民族同学一起学习、一起玩耍，所以学校的

老师就给爱笑的我起了这个名字。我的丈夫也是维吾

尔族。”马晓丽说，正是因为自己会说普通话和维

语，所以一毕业就被选中来遗址公园担任讲解工作。

“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民族团结的最好例子，加上我每

天讲解班超的故事，所以更是从内心深处认同民族团

结、维护民族团结。”

“正是各民族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才形成了今

天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西北

大学社会科学名家工作室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厉声说，正是中华民族特有

的、自然和经济社会条件，共同构成了支撑中华民族

共同体发展至今的条件。要把这些传承下来，为更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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