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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民族团结

近日，永善县委统战部、县民宗局、县
教育体育局、团县委联合举办了永善县首
届“乌蒙石榴红 籽籽心向党”杯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演讲比赛。

比赛前期，各学校精心组织了校级选
拔赛，吸引了众多学生积极参与。经过层
层选拔，52名青少年脱颖而出，代表各自学
校参加县级比赛。

比赛现场，选手们紧紧围绕“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爱国主义、民族团结进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国家安全观等多个维度出发，讲
述了一个个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他们结
合身边的真实故事，生动展现了各民族守

望相助、共建美好家园的和谐画面，用富有
感染力的语言抒发了强国复兴、追梦青春
以及文化传承的信念。

一位参赛选手在演讲中动情地说道：“我
们就像一颗颗石榴籽紧紧地抱在一起，共同
组成了中华民族这个温暖的大家庭。维护民
族团结，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与使命。”

石榴籽紧，民族情深。此次演讲比赛
成为传递团结力量、点亮奋进之路的青春
舞台。比赛中，选手们充分展现了中小学
生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极大地
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
在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的熏陶下，同学们
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纷纷表
示要成为民族团结的坚定践行者、积极促
进者和忠诚守护者，让党的民族政策和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

此次比赛的成功举办，为全县各族青
少年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思想的平台，对
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永善县委统战部供稿）

童心向党 未来有光

永善举办

首届“石榴杯”演讲比赛

一串串关于团结与友爱的甜美果实，在我们的
共同努力下悄然成熟，散发着诱人的芬芳。这些果
子，不仅记录了各族人民之间深厚的情谊，更见证了
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那份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接下
来，我将带着大家一起品尝这三颗特别的“团结之
果”，感受那份跨越民族界限、温暖人心的力量。

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颗果子是“绣着苗岭的友
谊”。我的同桌王阿妹来自苗寨。记得 2024 年冬
天，她戴了一双奶奶绣的苗锦手套，上面飞舞的蝴
蝶竟然是用头发绣成的！原来，苗族有“用头发寄
托思念”的传统。我教她用彩泥做手工，她教我编
五彩绳结。现在，她设计的“苗纹宇航员”图画获得
了同学们的青睐。这让我懂得：各民族的文化瑰
宝，都是中华文明的璀璨星辰。

第二颗果子是“点燃团结的火把”。2024年火把
节，村里举办了节日活动。彝族同学李小虎的爸爸
穿着查尔瓦披风，带我们跳达体舞。当篝火照亮56
个民族的知识灯谜时，六年级的回族女孩马玥高举
灯笼喊道：“我知道！苗族姊妹节是东方情人节！”场
上顿时报以热烈的掌声。最令我难忘的是全场歌唱

《爱我中华》时，不同民族服饰汇成的色彩如同彩虹
一般，那一刻，我真正明白了“各民族一家亲”的含义。

最后一颗果子是“飘着油香的温暖”。有一次，我
在上学的路上，看见回族面馆的马叔叔在给环卫工人
送热水。突然，天空下起了雨，他招呼大家进店避雨，
还端出了香喷喷的油香粑。苗族阿花奶奶递上热腾
腾的茶，汉族快递员王哥哥帮忙修好漏水的遮阳棚。
氤氲的水汽中，马叔叔说：“这就像我们家的盖碗茶，各
族兄弟姐妹互相帮衬才香甜。”那一刻，我忽然懂了，维
护民族团结就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当苗族银饰叮咚作响，当彝族月琴拨动心弦，
那都是中华儿女的心跳声。从古代丝绸之路的驼
铃声声，到红军长征路上的“彝海结盟”，5000年文
明的长河里，我们始终血脉相连。同学们，让我们
手拉手做新时代的“护旗手”，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
民族团结，让中国梦绽放出最绚丽的彩虹！

我曾问妈妈：“中国有 56 个民族，有没有
一种情感，能让不同血脉的人亲如一家？”妈
妈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给我讲起了“传奇妈
妈”阿尼帕的故事。

阿尼帕是新疆青河县人。她和丈夫用
一生的时间，养育了 19 个孩子，其中 10 个
是收养的不同民族的孤儿。记得一个寒冷
的 冬 天 ，她 收 养 了 一 个 父 母 双 亡 的 小 女
孩。小女孩衣衫褴褛，头上长满脓疮，血水
黏住帽子无法摘下。阿尼帕烧热水给她洗
澡，又用全家仅有的积蓄四处求医买药。当
小女孩激动地扑进阿尼帕怀里，深情地喊出

“妈妈”时，阿尼帕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个孩
子将和其他收养的孩子一样，再也不会无家
可归了。

在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里，阿尼帕始终秉
持“手心手背都是肉”的信念。有一次，她给养
女买了一条新裙子，亲生女儿委屈得大哭起
来。还有一次，儿子偷穿养子的新球鞋，被她狠
狠地打了一顿。事后，她耐心地解释：“你们有
亲生父母疼爱，他们没有。”慢慢地，孩子们都学
会了谦让，也学会了关爱。

为了让孩子们吃饱饭，她夏天顶着烈日
去捡麦穗，冬天冒着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
在冰河里凿开冰层，用刺骨的冷水清洗羊肠
和羊肚换取微薄的报酬。她的爱跨越了民族
的界限，让不同血脉的孩子成为真正的兄弟
姐妹。如今，已成家立业的子女们深受她的
影响，用实际行动延续着母亲的善举！阿尼
帕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她的故事不仅是
一段感人至深的母爱传奇，更是一曲民族团
结的动人乐章。

妈妈告诉我，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像阿尼
帕妈妈一样的平凡人：团结乡的民间艺人韩德
明，利用空余时间，带领各族群众跳芦笙舞；本
该安享晚年的汤云贵爷爷，退休后带领金江余
晖志愿服务队长期帮扶各族困难群众。

我终于明白民族团结不是遥远的口号，而
是藏在这些温暖的细节里，是班级里我教大家
跳民族舞，是浩浩同学分享家乡的美食，是随手
捡起同桌的铅笔，是消除误会后会心的微笑。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和万事兴，有
你也有我。朋友们，让我们像阿尼帕妈妈一样，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用爱心浇灌民族团结之
花；让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颗颗红心永
向党，共同建设姹紫嫣红的民族团结大家园！

在奔腾不息的金沙江畔，有一片孕育着民
族团结的沃土：教学楼里飘荡着苗族芦笙的清
音，操场上回响着彝族月琴的旋律，文化墙上
记录着 56 个民族的美丽故事。这里，便是我
就读的学校——永善县民族小学。70多年前，
在民族团结先驱张冲爷爷的关怀下，这所昭通
市唯一的省定寄宿制民族小学拔地而起。如
今，当我们抚摸着校园里那棵与学校同龄的老
榕树时，仿佛能听见上万名各族学子欢唱的成
长乐章。

我们的校服衣襟上，绣着苗族蜡染的花纹；
课间操的音乐里，跳动着彝族打跳的节奏。每
天清晨走进校园，我总会在民族团结教育展厅
前驻足。苗族同学讲解着祖辈迁徙的背牌故
事，彝族小伙伴演示着古老的火把节祈福仪
式。最让我难忘的是开学第一课，老师给我们
讲述红色文化长廊里那些泛黄相片背后的老故
事：48名首届“凉山班”的彝族学生在安祖荫校
长的带领下渡过金沙江，后来成为解放凉山、建
设凉山的骨干。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就是我们校园里代代相传的精神密码。

老师们常说：“每颗石榴籽都要红在祖国的
大花园里。”为了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不败，学
校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化作润物无声的
春雨：晨读时，《诗经》与《阿诗玛》隔空对话；课
间操里，巧妙融入傣族孔雀舞；数学课上，用“民
族村寨旅游路线”来讲解比例尺。在每天的课
后服务活动中，我们跟着老师学跳彝族达体舞，
用苗语朗诵古诗，在蜡染布里描绘家乡山水。
这些跃动的文化符号，早已成为我们血脉里的
文化基因。

站在毕业的门槛上回望，我终于读懂了校
园里那尊石榴雕塑的深意：70 多年来，各族师
生在这里相知相亲，就像紧紧相拥的石榴籽，而
学校精心培育的民族团结之花，早已从金沙江
畔一路绽放到祖国的大江南北。亲爱的母校，
您给予我们的不仅是开启知识的钥匙，更是在
我们心灵深处种下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种
子。这粒种子，必将在我们的生命中长成守护
民族团结的参天大树！

曾泽生将军，1902年10月生于永善县大兴镇老
街社区驿马一组。少年时期的曾泽生深受新文化运
动的影响，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立志要
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
中。1922 年至 1928 年，他先后进入云南陆军讲武
堂、黄埔军校学习。1929年至 1938年，曾泽生在滇
军任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至 1945年间，他率团
参加了台儿庄等重大战役，沉重打击了气焰嚣张的
日军。在台儿庄战役中，还流传着一个民族团结抗
战的动人故事。由于当时日本科技较为发达，中国
军队的联络密码屡遭破译，致使作战频繁陷入被
动，造成了巨大损失。为改变这一局面，彝族将领
卢汉、张冲等人与曾泽生将军商议后，把从永善等
地带去的彝族士兵和懂彝语的汉族士兵整合起来，
作为通讯员分配到各连队。他们用彝语传递战况、
下达战斗命令，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

用，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成为各民族团结抗
战的佳话。

1945年，曾泽生将军升任国民党第 60军军长，
随后被蒋介石调往东北参加内战。1948年10月，为
避免长春百姓和第60军官兵陷入残酷的内战，曾泽
生将军审时度势，率部在长春起义。起义部队后改
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曾泽生担任军长。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曾泽生两次率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50军入朝作战。1953年，他被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一级国旗勋章；1955年，被授予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并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
级解放勋章。他曾担任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
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一、二、
三、四届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常务委员。1973
年2月22日，曾泽生将军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没有民族之分。曾
泽生将军戎马一生，以民族大义为重，团结带领由多

个民族战士组成的滇军，参与抗日战争、抗美援朝。
他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朝鲜人
民的自由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的
先驱。时至今日，曾泽生将军的丰功伟绩仍在中华
大地上广为传颂。

作为曾泽生将军的故乡，永善人民也为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先后有
2000 余名永善籍各族战士加入滇军作战，仅抗日
战争中就有 499 人英勇牺牲。184 师炮兵营主炮
手孙大乾等永善籍战士参加了上甘岭战役，他们
舍生忘死、顾全大局的团结奋斗精神，一直激励着
一代代永善人民。在溪洛渡水电站移民安置、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等重大工作中，全县各族人民团
结一心、攻坚克难，以只争朝夕的干劲顺利实现了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全县人民迈上
了小康之路。如今的永善，处处绽放着民族团结、
共同进步的幸福之花！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
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每当说起“三个离不
开”，我就会想起大家常说的“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
筷子抱成团”。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民族团结、融
合发展、共荣共存的历史。在中国，各民族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相拥，在这片热土上共同书写美丽华章。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故事
仍在继续。近年来，永善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努力把永善县建成特色鲜明、功能
完备、内涵丰富的乡村旅游示范县，促进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以有形有感的方式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开拓旅游新模式，开展金沙江观游、溪
洛渡水电站参观学习等特色旅游项目，举办枇杷
文化旅游节、务基脐橙节、马楠花山节等节庆活
动，拓展了民族交融新空间，让旅游成为促进各民
族交往的重要载体。随着大永高速公路建成、枇
杷商会成立……永善县正从深化内涵、丰富载体
等方面，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厚植民族团结情，打造民族团结景。走进永
兴街道玉笋村，一面面文化墙传递着见贤思齐的
精神，一幅幅民族团结标语引人注目。玉笋村有
汉、彝、苗、白、傣、布依等 6个民族，该村以本土文
化为魂、以乡村旅游为本，走出了一条民族团结发
展之路。溪洛渡街道新拉村居住着汉、彝、苗等 9
个民族，该村紧紧围绕各民族共同进步、不让一个
民族掉队的总目标，绘就民族团结进步新画卷。

看啊！这就是民族团结的生动缩影，这就是
金沙江畔盛开的民族团结之花。民族团结不仅是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更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时代在变迁，民族在兴
盛，从永善县一个个示范村的成功打造，我们看到
了民族团结带来的美好和希望。

文化血脉在年轻一代的心中流淌。站在新时
代的起点，我们要铭记历史，维护民族团结，用青
春之火熔铸中国力量，让民族之花开满金沙江畔。

清泉浇灌团结花

籽籽同心向党红
永善县城南小学 钟易桐

金沙江畔，石榴花开
永善县民族小学 邱海楠

团结的果子
永善县茂林镇中心校 赵泽选

让民族之花

开满金沙江畔
永善县知临中学 樊皓月

民族的英雄——曾泽生将军
永善县知临中学 邓子渝

演讲比赛精彩瞬间。

导读：

4月初，永善县多部门携手举办了首届“乌蒙石榴红 籽籽心向党”杯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讲比赛。这场比赛如一阵春风，吹开了民族团结之花，为

本专栏提供了鲜活的素材。本报精选5篇佳作进行刊发，这些作品生动展现了

青少年们对民族团结的深刻理解，让我们共同见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青少

年心中生根发芽的生动画面。希望通过本专栏，能进一步凝聚昭通各族人民的

力量，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的新篇章。

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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