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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2日，吴忠市利通区胜利

镇上桥社区里热闹非凡，居民们欢

聚一堂，庆祝社区邻居节。

“我做的这个是‘油香’，是一

道回族的小吃。大家在一起分享各

民族的美食，感觉特别开心。”每年

都来参加邻居节的上桥社区居民

马玲说，这次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

以“家宴”的形式汇聚了社区居民

300余道拿手好菜，大家互赠写着

温馨话语的邻居卡和精心准备的

礼物，一边话家常，一边欣赏邻里

亲朋表演的精彩节目，让人切实感

受到这是一个多民族和睦相处的

和谐社区。

“我们通过不同形式的睦邻活

动，围绕铸牢工作主线，倡导和谐

邻里理念，从而加深邻里间的友

谊，促进民族间的团结，共同绘制

出一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绚丽画卷。”胜利镇镇长吴伟伟

介绍道，作为辖区群众自己的节

日，胜利镇社区邻居节已经连续举

办了 20届。近年来，社区紧紧围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团

结各方力量致力服务居民，建成了

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

事共乐“一家亲”互嵌式社区。

作为我国五个民族自治区之

一，宁夏始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贯穿到各项工作中，采取插

花混居方式规划建设居住区，将民

族事务纳入社区整体管理，为各族

群众提供统一、同等的公共服务，

引导各族群众在团结共事中创造

价值、增进感情，打造了多个民族

团结示范典型。

在石嘴山市惠农区南街街道

广西社区，有一座古朴雅致的“石

榴亭”。这里不仅是社区居民休息、

娱乐的场所，也是大家“唠嗑儿”解

纠纷的民主议事点。不久前，这里

就解决了辖区内某烧烤店营业时

油烟重、噪声大，严重影响到周边

以及楼上住户的日常生活的难题。

这些年，南街街道广西社区创

新基层治理模式，设立了“石榴亭”

民主议事点、“阳光议事厅”服务平

台。“我们每半个月都会邀请居民

代表、楼栋长和物业公司来到议事

点召开会议，围绕社区难点、居民

痛点进行交流探讨，让居民当主

角，让群众说了算。”广西社区党支

部书记李惠玲说，有了“石榴亭”，

社区各民族居民都能参与到社区

治理中来，大家更团结也更和谐

了。

同样，在移民新区吴忠市红寺

堡区的弘德村，虽然这里的居民来

自不同民族、不同地方，但大家都

在为建设新家园努力奋斗着、互相

帮助着。

水泥硬化的路面、上下水齐全

的厕所、结满果实的枣树……走进

村民刘克功家，院落的干净整洁、老

两口的质朴笑容，展现着这个家庭的

幸福生活。“没搬迁之前，哪能想到能

有今天这样的条件呢。”今年 58岁的

刘克功说，12年前，他和家人从距离

红寺堡区 200 多公里外的固原市原

州区张易镇毛套村搬迁到这里。那是

一个吃水要去 10 里外的沟里挑，联

通村里的路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

就医需要步行 10公里路程才能到达

的山中小村。“现在就不一样了，打开

水龙头就有自来水，学校、医院就在

家门口，我上班的纺织厂骑电动自行

车五六分钟就能到。一年全家算上打

工和土地流转的收入，能有近 10 万

元，真是太幸福了。”

搬迁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迁移，更

是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融合。“我是回

族，但我的左邻右舍都是汉族，大家

有什么事都互相帮助，从不分彼此，

相处得特别融洽。”刘克功说，弘德村

居民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民族，有着

各自的习俗和传统。但大家相互学

习，尊重彼此，融洽相处，共同进步，

形成了一个多元而又充满凝聚力的

和谐社区。

近年来，弘德村坚持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进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移民群众生活水平极大改

善，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106万元增加

至216万元。

当民族团结化作亲如一家的同向而行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定会把这

片土地上民族融合的故事还原得更

精彩。”近日，在宁夏固原博物馆，来

自太原的游客汪玉和儿子悄声交流

着。他们面前的，正是国宝级文物

——北魏漆棺画。母子俩一边饶有

兴趣地听讲解员介绍这件国宝，一

边细细品鉴着画面里呈现出鲜卑人

装束的“东王父”“西王母”、中原文

化中的孝子连环画，以及西域少数

民族模样的菩萨。“没有想到宁夏南

部的小城固原，有这么一座了不起

的博物馆。我们是在去往甘肃天水

自驾游的途中慕名改道前来，真是

来对了！”

在固原博物馆，和这母子俩一

样感到意外的参观者还有很多。

“为了这座博物馆，也应该来一

趟固原。”在那对拥有令人过目不忘

“表情包”的唐彩绘镇墓武士陶俑面

前，一位正在参加采访活动的记者

说，随后就带家人专程来“探馆”。

“你看这两位陶俑，明明有些像中原

地区年画中的哼哈二将，但他们却

长着西域少数民族的面孔。”

这位记者表示，让她决定再次

前来的，不仅是这座博物馆中数量

可观的国家一级文物，更是这些文

物所展示的各民族先民交汇共融的

精彩历史，“在这片热土上，能感受

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

渊源。”

而在固原各族群众心中，家乡拥

有这座国家一级博物馆，确实是“历

史赏饭”——地处六盘山下、黄土高

原西缘的固原，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

必经之地。商周以来，就有中原农耕

民族、草原游牧民族以及西域各民族

先民杂居于此，为固原留下丰富多彩

的历史遗存和地域文化。

据固原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

在该馆 2 万余件（组）馆藏文物中，

国家一级文物达 123 件（组）。诸多

珍贵的历史文物，书写了各民族文

化交融交汇的历史。

“这是一座北魏夫妇合葬墓，是

1981 年在固原西郊考古发掘的。墓

中男主人棺木为漆棺，绘有精美漆

画。传统汉文化对北魏时期鲜卑族

社会产生的影响，在葬具绘画上得

到了直接体现，这是民族融合的产

物。”讲解员对照文物画面上展示的

舜的故事生动讲解，让观众仿佛回

到了当年民族大融合的场景。“由此

可见，这件文物不仅是了解北朝绘

画艺术及髹漆技艺的重要实物依

据，也为研究北魏时期多元文化碰

撞交融提供了参考。”

而另外两件国宝级文物鎏金银

壶、凸钉装饰玻璃碗，均为北周时期

的文物，1983 年出土于固原市原州

区南郊乡深沟村李贤夫妇合葬墓

中。其中，凸钉装饰玻璃碗非常神

奇，其器型圆润、设计精美，玻璃体

晶莹剔透，犹如美玉。玻璃器上装饰

凸起的凹球面的工艺特征是使用烧

吹技术制造，然后利用雕花技术进

行腹部、底部凸饰及口缘的整形。就

算在现在，也称得上非常时尚、实用

而 美 观 的 杯 子 ，更 何 况 1400 多 年

前！而鎏金银瓶更是稀世珍品，这件

古波斯萨珊王朝贵族享用的酒具，

瓶身雕刻的却是古希腊神话故事情

节。该瓶通过丝绸之路流传到我国，

最后沉睡于具有鲜卑血统的北周名

将李贤墓中，并出土于中国固原，成

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佐证。

“这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国宝级

文物，也是古希腊文化、古波斯文化

和中华文化交流的最鲜明的例证。”

固原博物馆馆长张强自豪地介绍，

由于极为珍贵，这件文物经常“出

差”，“全国只要有丝绸之路类、金银

器类、中西文化交流类的文物展览，

总会被借走参展。”

张强表示，固原博物馆作为公共

文化服务窗口，依托自身文物资源优

势，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

一主线贯穿到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

全过程全方面，加快创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示范景区，进一步凸显

固原历史文化呈现的多样性、地域性

和民族性，以此引导各族群众增强文

化自信、增进民族团结。

会更精彩地讲出这里的民族融合故事
本报记者 李寅峰

“大家好，我是马铃薯，艺名洋

芋，老家是宁夏固原西吉马莲乡。在

当地乡亲们眼里，我是早熟的宝宝！

我们这里地势平坦、日照时间长、土

壤肥沃、昼夜温差大、水资源相对充

足，所以我成熟得超快，但营养价值

超高……我还是固原各族群众增收

致富的‘金蛋蛋’，因为有了我，各族

群众团结一致，发展经济的信心更

足了……”近日，本报融媒体推出的

一则短视频作品引起广大网友的点

赞，视频中，一个可爱的大土豆以动

画的方式自我介绍，也带出了西吉

县 马 莲 乡 各 族 群 众 的“ 土 豆 致 富

经”。

在马莲乡的田野边，当 52 岁的

农民苏发强介绍起土豆时，也是与

视频中的大土豆口吻一致：“我们的

土豆口感软糯香甜、营养高，因为成

熟早、上市早，基本供不应求，价格

也比普通土豆贵。种植户都富裕起

来了！”

“五个土豆棚收入 4 万元，七亩

苞谷地收入 7000 元，儿子外出打工

收入 3 万元，爱人打工收入 1 万多

元，还有一些蔬菜大棚……”苏发强

扳着指头细数家中一年的收入，也

在 无 意 中 露 出 了 手 腕 上 的 品 牌

手表。

10 年前，苏发强家里还远不是

这样子。他说，原来的农业都是传统

作物，产量低，且靠天吃饭，百姓生

活贫困。当年弟弟考上大学，家里穷

得交不起学费。那时候全家年收入

有一两万元就不错了，根本不敢想

象日子能过成现在的样子。

马莲乡党委书记张志高介绍，

早熟马铃薯的种植并不是一蹴而就

的。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当

地帮助各民族百姓增收，最大的成

效始于 2022 年。那一年，马莲乡早

熟马铃薯基地实施了“设施农业日

光大拱棚以工代赈”项目，建成日光

拱棚 260 座，并配套相应灌溉设施，

解决了村民自建零星拱棚进行种植

早熟马铃薯的弊端，形成产业规模，

使早熟马铃薯年产量达 80 万公斤。

日 光 大 拱 棚 采 取 多 茬 种 植 方

式，头茬种植早熟马铃薯，因其上市

早于普通马铃薯 3 个月，加上口感

独特、块大质优、皮薄易剥、香甜软

糯以及营养成分高而广受消费者喜

爱；第二茬、第三茬由承包农户自主

种植蔬菜。通过“春提前、秋延后、冬

不闲”的多茬种植，平均每棚年创收

可达 2 万余元。

据 了 解 ，该 项 目 受 益 农 户 119

户 500 人，户均增收 4.37 万元，人均

增收 1.04 万元。如今，早熟马铃薯已

成为马莲乡一张靓丽的产业名片，

有力推动了当地生态农业高效发

展 、拓 宽 了 各 民 族 群 众 就 业 增 收

渠道。

“有网店吗？线上销售吗？”有记

者问。

“不 用 线 上 销 售 ，线 下 就 卖 完

了！”苏发强自豪地回答。

“我们的马铃薯受到所有消费

者的好评，虽然价格高，但是不愁

卖。”张志高笑着说，全乡干部群众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围绕产业发展探索出“民族团

结+乡村振兴”的理念，用土豆唱响

了新时代的“致富经”。

会把各族百姓的“致富经”讲得更好
本报记者 李寅峰

塞 上 江 南 谱 新 篇塞 上 江 南 谱 新 篇
——““铸牢共同体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中华一家亲””宁夏采访见闻宁夏采访见闻

8月的宁夏，天高云淡，生机盎然。
近日，“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主题采访团走进宁夏，看贺兰山

麓，殷红的枸杞、芬芳馥郁的葡萄酒、新鲜浓郁的纯牛奶……一幅乡村
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尽情铺展；黄河岸边，过去
随处可见的“秃头山”变成了硕果累累的“花果山”，重塑塞上好风光；
移民新城，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绘就一幅守望相助的美
丽画卷，奏响一曲同心筑梦的时代赞歌……

一 颗 小 小 的 枸 杞 ，除 了 泡 在

保温杯里，还能有什么吃法？走进

宁夏百瑞源殷红子熟枸杞庄园产

品展厅，枸杞原浆、枸杞酒、枸杞

面膜、枸杞口红、枸杞蛋糕、枸杞

熏 香 …… 琳 琅 满 目 的 枸 杞 衍 生

品，展现了枸杞的无限可能。

“现在我们的产品研发更多偏

向年轻化、时尚化、零食化，希望能

让更多年轻人爱上枸杞。”百瑞源枸

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郝向峰介

绍，过去公司以枸杞干果为主打产

品，而现在则是开发精深加工产品。

同时，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全公司

1.2 万亩枸杞在采摘旺季，需要约

4000名劳动力，有效地带动了当地

各族群众就业增收。

近 年 来 ，宁 夏 在 枸 杞 良 种 繁

育、科研实力、精深加工、品牌影响、

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不断探索，着

力打造“宁夏枸杞”“中宁枸杞”品

牌；建成中国枸杞研究院以及 5 个

国家级研发平台、2 个国家级枸杞

种质资源库和 1个宁夏枸杞种源保

护基地。截至目前，宁夏枸杞种植保

有面积达到了 32.5万亩，鲜果产量

32万吨，枸杞产品有 10大类 120余

种，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了290亿元。

在宁夏，同样坐拥地域优势的，还有牛奶产业。

位于灵武市的宁夏塞上牧源牧业有限公司的

养殖场里，上百个整齐划一的白色小屋在蓝天白云

的映衬下格外壮观。“这里是小牛的‘幼儿园’。”来自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院的“奶牛博士”王炳科

指着一头头正在小屋前松软沙滩上晒“日光浴”的黑

白花奶牛介绍，“在现代化牧场，主打一个‘奶牛怎么

舒服咱就怎么来’。”

除了养殖的“现代化”，公司另外一个“现代化”

体现在生产车间。只见一头头奶牛整齐地站在转盘

上，静静“排队”等候挤奶；仅有的几名工人则有条不

紊地清洗、消毒、安装挤奶设备。“系统会自动识别转

盘上每一头奶牛的身份码，并在车间电脑大屏上以

不同颜色区分显示当次采奶量、当日累计采奶量，还

要和这头牛的历史平均数据自动比对，数据异常会

自动报警。”塞上牧源牧业有限公司牧场场长周帅介

绍，公司现存栏优质荷斯坦奶牛 1.5万头，奶牛日均

单产40公斤左右，日产鲜奶240吨左右，所产生鲜乳

的平均乳蛋白、乳脂、体细胞等质量指标都远高于欧

盟标准。

因坐落于“黄金奶源带”，宁夏以其得天独厚的

地理位置与宜人的气候条件，为高产奶牛养殖与优

质牧草种植奠定了坚实基础。不仅如此，宁夏还拥有

诸如塞上牧源牧业、蒙牛宁夏工厂等规模化、智能化

的养殖、生产基地，在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加快推动

产业扩规提质增效的同时，也为当地各族百姓致富

开辟了新渠道。

说起宁夏的特产，人们总能想到这里醉人的葡

萄酒。最近，第四届中国（宁夏）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

会正在银川热闹开展。来自中外的 400余名葡萄酒

业界人士围绕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共谋未来。

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葡萄酒“黄金产区”。

统计显示，宁夏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开发面积达 60.2

万亩，占全国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的近 40%，是我国最

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年生产葡萄酒 1.4 亿

瓶，占国产酒庄酒酿造总量的近 50%。如今的葡萄酒

产业，已经成为宁夏一张闪亮的“紫色名片”。

为助力实现全产业链融合发展，宁夏还把发展

葡萄酒产业同全域旅游、休闲康养等相结合，先后荣

膺“世界十大最具潜力葡萄酒旅游产区”“全球葡萄

酒旅游目的地”，酒庄年接待游客超 300万人次。其

中，“图兰朵小镇”项目种植葡萄 1000余亩，集葡萄

种植、葡萄酒酿造、展览展示等多功能于一体，目前

已成为当地的旅游新地标，未来，将把中国的葡萄酒

文化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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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哐当、哐当……”在石嘴山

市惠农区银河村，游客乘坐一辆

由拖拉机改装的观光小火车，行

驶在迎河湾湿地公园芦苇丛中。

微风吹拂，在蓝天的映衬下，一丛

丛芦苇宛如海面上翻滚的波涛。

游客们陶醉其中，直呼：“这里的

风景就像‘Windows 桌面’，松弛

感满满。”

银河村东靠黄河，是黄河在

宁夏境内流经的最后一个村落。

在银河村党支部书记王学锋的记

忆中，20 世纪 80 年代的银河村，

由于村民在河滩地上种植、放牧，

导致湿地沙化，生态功能严重退

化，一刮风就会扬起漫天黄沙。

2009 年 ，为 了 保 护 涵 养 湿 地 生

态，该村退耕还湿，生态环境发生

了巨大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

野生鸟类来这里安家，大鸨、白尾

海雕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

成了这里的‘常客’。”王学锋说。

随着银河村的生态环境持续

向好，好风景变成了好“钱”景。近

年来，该村凭借独特的自然资源

和文化底蕴，打造了生态休闲旅

游度假区。同时，因地制宜带动村

民发展种植、养殖、餐饮、民宿等

乡村旅游产业，打造沿湖景观采

摘经果林园区，依托百亩经果林

建成“蔬香门第”采摘园，带动群

众增收致富。

和银河村一样将好风景变成

了好“钱”景的，还有曾经的老“煤

城”，如今的新“影城”——石嘴山

市大武口区石炭井镇。

20 世纪 60 年代，位于宁夏贺

兰 山 北 段 腹 地 的 石 炭 井 因 出 产

“太西煤”而享誉国内外。然而，进

入新世纪，随着煤炭资源逐渐枯

竭，以及国家对于环境保护的日

益重视，煤企陆续关闭退出，人员

大量流失，石炭井也从曾经的繁

华逐渐走向没落。

石炭井虽然隐入了历史，但

这里留下了大量保存完好的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期间建造

的老厂房、老民居、工厂、学校、医

院、商店，形成了完整的工矿遗

址。于是，当地将这些活化的工业

遗存重新变成文旅的资源，让石

炭井探索出了一条从“煤城”变

“影城”的发展新路。

如今走进石炭井，街道上老

旧的店铺、斑驳的招牌、破损的断

壁残垣，让这里充满了“复古”之

美，吸引了包括《万里归途》《我的

父亲焦裕禄》《绿皮小火车》等 40

多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拍摄，正

在变身成为文艺“梦工场”“网红

打卡地”。

“现在环境好了，不仅我们镇

子里场景受欢迎，附近山里的沟沟

坎坎、小湖浅滩，都很受剧组追捧。”

曾经的石炭井工矿职工，如今的石

炭井街道办环卫站站长兼剧组选景

师葛义红说，当地小有名气的“翡翠

湖”就是曾经采矿遗留的废弃矿坑

湖，在生态治理的推动下，湖水逐渐

清澈碧绿，摇身一变成为年轻人前

来打卡的“网红湖”。“我坚信石炭井

一定会发生新的蜕变，我想见证这

个过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

灵武市白芨滩防沙林场，“人民楷

模”王有德带领林场各族干部职工

坚持不懈、改革创新、攻坚克难、艰

苦奋斗。通过几十年的努力，走出了

一条“以林为主，以副促林，多种经

营，综合发展”的兴场致富路，兑现

了“让职工富起来，让沙漠绿起来，

使林场活起来”的承诺。

在宁夏沙湖景区，曾因各类污

染物间接渗入导致水质下降为劣

Ⅴ类的湖水，在经过多年“山水林

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治理

后，水质得到了显著提升，吸引 200

多种 150 多万只鸟类在此栖息。而

沙湖景区的改变也极大地促进了

当地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已成为宁

夏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靓丽名

片，实现旅游收入超 30 亿元，解决

就业近万人。

让绿水青山成为富民惠民的金山银山

如果文物会说话如果文物会说话

如果土豆会说话如果土豆会说话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奚冬琪奚冬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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