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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族安召纳顿”是土族人民喜庆丰
收祈盼吉祥的传统节日，今年我省第二
十一届土族安昭纳顿系列活动在景色宜
人的北川河畔、老爷山下拉开帷幕。

民俗舞蹈、情景花儿、土族服饰秀等
节目一次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以前
只知道‘轮子秋’和‘青稞酒’，今天看到
土族的美食和绣品，才感受到土族文化
的丰富多彩。”来自江苏的游客曹芳芳告
诉记者。

近年来，大通县始终坚持高举中华民
族大团结旗帜，持续深入推进“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合发展；持续深化

“三项计划”“十项工程”，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工作丰富内涵、提质
增效、打造品牌，大力推进旅游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盘活民俗文化优势、乡
村旅游资源优势，积极拓展各族群众融合
发展渠道，不断提升各族群众对中华民
族、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创新探索开展“石榴籽+乡村产业、
文化旅游、社工服务、人民调解、典型模
范、全民阅读、岗位服务、志愿服务、爱心
捐助”等9项主题创建活动，不断探索创

新试点模式和工作载体，让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更趋有形、有感、有效。大
力提升“红石榴籽”服务效应，全县各领
域、各行业、各单位积极开设“石榴籽”服
务窗口350处，实现“石榴籽微心愿”1344
个，不断提升为民办事的效率和服务水
平，进一步激发“红石榴籽”服务品牌效
应。

同时，全县坚持依法保障各民族合
法权益，深化平安大通建设“十四大专
项行动”，打造“一格统揽、一网统筹、多
方联动”的城乡网格精细化服务管理体
系。深入实施“八五”普法，开展宪法、
民法典、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未成年人
保护、移风易俗等主题宣传活动。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族事务治理
体系，发挥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作用，不
断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进一步规范了全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宣传教育的载体、阵地和内容，
不断推进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

性的工作。加大党的民族政策培训力
度，健全风险隐患协调处置机制，提高
发现力、研判力、处置力，完善应急预
案，强化实战演练，加强基层民族工作
力量建设。

此外，大通县不断深化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持续巩固夯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有序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宣
传展示全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工作成效，组织全县
各社区“石榴籽家园”开展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暨“我们的节日”等系列主题
活动。2024年朔北乡成功创建第十一批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多林镇、县税
务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馆分
别创建成为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
镇”和省级“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一批有成效、有亮点、有经验的示范典型
将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和品牌效应，为全
县创建工作再上新台阶助力添彩。

共育各族“石榴籽”齐浇北川“团结花”
近年来，大通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考察青海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民族工
作会议精神，始终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努力在创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好样板上

走在前作表率，持续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示范县建设，有力推动全县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大通县以“369”创建举措凝聚起最强创建合力，全
县呈现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良好局
面。

“现在我们办事不用多跑路，办事效率高，态
度也好，我们很高兴。”大通县朔北藏族乡代同庄
村村民刘占元一边办理业务一边满脸笑意地告诉
记者。

近年来，朔北藏族乡优化阵地，设立“石榴籽便
民服务岗”，做实做优便民服务，提升基层党组织服
务群众能力，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984 年，朔北藏族乡经批准成立民族乡，全
乡共有 4456 户 17444 人，少数民族人口 7877 人，
占总人口数的 45.2%。该乡先后荣获“全国脱贫
攻坚先进集体”“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镇”“西
宁市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乡镇”等荣誉称号。
全乡19个村（社区）均成功创建全县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村（社区），村（社区）创建率达到100%。

“只有用心、真心、细心才能做好新时代党的
民族工作，不负党的嘱托和人民的期待，教育引导
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石榴籽服
务站’发挥出聚人气、聚活力、聚民心的作用。”朔
北藏族乡党委负责同志说道。

说起未来，乡党委负责同志告诉记者，除了继
续加大相关政策的宣传以外，还要发挥自身优势，
继续发展当地旅游产业，借助现有的发展成果，扩
大成效，帮助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同时，乡党委和
政府将深度挖掘民族文化，使其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焕发新的生命力。挖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不仅有助于增强民族团结，而且能够构筑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同样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大通县多林镇，近年
来持续推动乡村“石榴籽家园”建设，有序推进全
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工作，使全镇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呈现
出向好较快发展态势，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感受土族文化、品尝土族特色美食、参加花儿
歌手比赛……这个夏天，多林镇下浪加村的广场上
热闹非凡。“听花儿、尝美食、‘拉扒牛’，实话是热闹
啊，希望以后多办这样的活动，我们还来参加。”多
林镇下浪加村村民李学青在多林镇首届土族民俗
文化艺术系列活动的现场告诉记者。为期3天的
活动，让各族群众在载歌载舞中感受七彩土乡的风
俗魅力，在色香味俱佳的土族美食中感受特色美食
的余味无穷，在心灵手巧的土族刺绣中感受手工艺
品的独特价值，在“走羊窝”“蹬棍”等传统体育活动
中感受土族群众的热情好客，在花儿歌手比赛中一
同赓续传统文化，赞美和谐家乡。

多林镇党委负责同志表示，接下来，多林镇将
不断深挖土族民俗文化特色，整合乡村旅游资源，
探索“连片经济”“沟道经济”等特色发展模式，突
出“农文旅体商”一体化发展思路，邀请乡贤能人
为家乡发展持续助力增效，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事
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中华民族
未来。必须从青少年抓起，从学校入
手。”9月19日，大通县桥头第四完全
小学六年级一班的学生王贺瑶正在
学校的“石榴籽大讲堂”给前来参观
的同学们进行讲解。

走进大通县桥头第四完全小学
的教学楼里，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孩
子们手绘的民族团结画作，声声入耳
的是一堂堂内容丰富的民族文化教
育课，在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教育过程中，大通县桥头第四完全
小学突出优势，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全面融入校园文化活动中。

李福才校长向记者详细介绍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民族团
结“进学校”创建工作。近年来，大通
县桥头第四完全小学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三进三
结合”总体思路，扎实推进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校
园、进课堂“三进”工作。同时，坚持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学

校办学治校、教书育人的全过程各方
面，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
与党建、课堂教育教学和学校思政教
育相结合，做到抓手“有形”，受众“有
感”，影响“有效”。

想要在孩子们的心中厚植民族
情结，除了学校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
同努力。

杨毛吉，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个人”、2023年“昆仑英才·
教育教学人才”、2018 年“感动青海
人物”……2016年，她成立了大通县
德育教育杨毛吉工作室，组建了一支
优秀的家庭教育研修队伍。工作室
自成立以来，潜心研究育人新模式，
常年奔赴各个学校，大力宣传中华民
族优秀的家庭美德。

多年来，杨毛吉老师把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思政教育有机融
合在一起，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用生动的故事传递到家长和各族
师生中，教育引导家长和各族师生牢
固树立“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增强

“五个认同”思想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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