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个辖区内居住着
12 个少数民族、近 6 万名各
族群众的多民族聚居区，同
时也是全国跨县安置人口最
多的易地搬迁安置区，近年
来，鲁甸县砚池街道以“五个
互嵌”为抓手，积极探索各民
族深度嵌入、共同发展的新
路径，有力推动各民族在文
化、经济、社会等方面实现全
方位互嵌共融，谱写了一曲
民族团结进步的华彩乐章。

空间互嵌，共建和谐家园

打破传统聚居模式，创
新构建以易迁安置区为核
心，阳光小区与传统村社紧
密相连的布局。各族群众

“互嵌杂居、交错散居”，既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又能便捷共享美好生
活。通过科学规划，建设居
民楼、公租房，不断完善各
类硬件设施，新建了 1 个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实践基地、4 个全民健身
中心、10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2 个市政公园、1 个街
道卫生院等公共服务设施，
为各族群众共居、共享、共
乐提供了有力保障，营造了

“城乡一体、民族交融”的和
谐家园。

服务互嵌，凝聚向上力量

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各
民族力量，联动各方参与、
主动创造经验。以“砚池新
城”智慧平台打通线上服务

“最后一公里”，让“掌上办
事”成为习惯，精准对接群
众需求。创新推出“红黄
绿”分类管理服务机制，实现需求精准识别、服务
精准送达。构建“群团+社工+志愿者”的多元服
务体系，成立工会 10个、妇女联合会 10个、团支部
15 个；配备社会工作者 38 人，组建党员先锋队 9
支、民族志愿服务队 9 支、巾帼服务队 6 支、青年
先锋队 6 支、社工组织队伍 3 支。依托全域 10 个
党群服务中心，规范设置“一站式”窗口，将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入便民服务。同时，加大教
育投入，让发展成果惠及下一代，辖区学校教学
成绩位居全县前列。

经济互嵌，铸就共同富裕

牢牢抓住稳就业促增收这一关键，线上线下齐
发力，打造零工市场、培训基地，举办招聘活动，每
年至少推送岗位 3万余个，就业率持续攀升。大力
扶持家门口创业，建设特色商业街、创业基地，提
供创业铺面、摊位近 600个。协同发展高原特色农
业、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壮大集体经济，构建多
元产业体系。配套建设高原特色绿色食品产业
园、建筑产业园、食用菌加工厂，建成 1万亩苹果基
地、1 万亩香葱基地、1000 个食用菌大棚和 1000 个
蔬菜大棚，近 2000 名易迁劳动力参与产业发展。
2024 年，6 个社区集体经济收入共 217 万元，带动
2000 余户搬迁农户持续增收；引进劳动密集型企
业 23家，解决易迁劳动力稳定就业 4169人，人均增
收 3.5万元。

思想互嵌，构筑文化认同

坚持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富裕”，通过形
式多样的感恩教育、文体活动、全民阅读、节庆联
欢等，将民族团结进步理念融入群众生活。举办

“2024 年新春系列活动”等文化活动 35 场次，从全
民阅读活动到“共叙桑梓情谊·共谋家乡发展”新
春茶话会活动，从“石榴籽”雕塑、大型标语等有形
展示到民族团结主题知识竞赛等无形教育，营造
浓厚氛围，打造各族群众共建共享的文化盛宴。
同时，积极开展榜样评选、居民公约修订和积分管
理，引导各族群众摒弃陋习、树立新风。自 2021
年以来，累计评选文明楼栋 21 栋、文明家庭 349
户、好公婆 643 人、好儿媳 691 人。组建多民族文
艺队伍，推动“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的思想深
深根植于各族群众心中，培育正确的国家观、民
族观、文化观。

社会互嵌，筑牢安全屏障

构建“街道党工委—村（社区）党组织—网格
党支部—楼栋单元—党员中心户”五级治理网
络，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发动各族群众
参与治理，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共建格
局。组建楼栋议事会、红白理事会、基层治理协
调会等自治队伍 52 支，吸纳各族群众 364 人。通
过线上线下渠道开展法治宣传，提升群众法治意
识。完成 222 部电梯电子宣传屏安装，聘请辖区
百万级正能量网红、博主担任基层普法宣传员。
进机关单位、进学校、进社区、进物业公司、进特
殊家庭开展普法宣传，覆盖群众近万人次。建立
多元化解机制，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实现
警情、案件、纠纷逐年下降，让互嵌式社会结构根
基更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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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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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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2月，中央红军集结扎西，
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在这片见
证革命烽火的土地上，汉、苗、彝等各
族群众勠力同心，以血肉之躯筑起钢
铁防线，用生命践行革命理想，谱写了
气壮山河的团结史诗。

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
威信县始终赓续红色血脉，将扎西会
议淬炼出的“民族一家亲”精神与新
时代发展相融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创新推动红色文
化、民族风情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如今，昔日的革命火种已化作云岭大
地团结奋进的澎湃动力，在乡村振兴
征程中绘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
壮美画卷，让跨越时空的精神火炬代
代相传。

今年 2月 26日，历经 9个月数字
化改造的扎西会议纪念馆正式开放。
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和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此次改造
以“科技赋能红色文化”为核心，通过
创新展陈方式与数字化技术结合，生
动再现红军长征光辉历程，为游客打
造沉浸式红色教育体验。

走进扎西会议纪念馆，一床泛黄
的棉被静静陈列在展柜中。1935年2
月，红三军团第五师政委徐策在集结
扎西途中经过长官司天蓬寨时，巧遇
一位苗族孕妇正在生产，家中无人照
料，便派卫生员帮忙接生。徐策发现
产妇身上只盖着一床烂秧毡，当即安
排警卫员将自己唯一的一床棉被送给
了产妇。

“这床薄薄的棉被一直诉说着
‘红军和苗族同胞一家亲’的感人故
事，它是我们扎西会议纪念馆的‘活
化石’。”扎西会议纪念馆馆长卓家勇
如是说。如今，这种精神正在新生代
心中生根发芽。在“乌蒙石榴红 籽籽
心向党”昭通市各族青少年团结进步
同心营研学活动中，彝良县示范小学
的苗族学生陶晨语参观扎西会议纪
念馆后深有感触：“我们要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各民族守望相
助、紧密团结，创造更美好的幸福生
活，以此铭记先辈们的奋斗。”

如今的红色扎西，正以创新思维
重塑红色教育版图。威信县重点打造
的“三园五馆两道”红色教育矩阵，让
各族群众在体验红色文化时有址可

寻、有物可看、有史可讲，在交流交往
交融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来自遵义市播州区南白艺术高级中
学、泸州市龙马潭区天立小学、昭通市
镇雄县长水实验中学等学校的研学
学生，在动态地图的指引下追寻红军
足迹，在交互屏幕前共绘民族团结长
卷。数据显示，自 2024 年 9 月 21 日
至今，威信县已接待研学学生2.24万
人次。

在这片被鲜血与理想浸润的热
土上，216处革命遗址遗迹和162处长
征革命文物构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
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在红色扎西绽放
出跨越时空的永恒光芒。

每逢苗族花山节、彝族火把节，威
信县城便化作歌舞的海洋。苗族同胞
身着传统服饰，在悠扬的芦笙乐曲中
跳起“圆圈舞”；彝族儿女高举火把，围
着篝火唱响古老歌谣……不同民族的
服饰、音乐、舞蹈在此交织，构成一幅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团结画卷。
“快乐不分年龄、不分民族。”游客

陆华莉参加完火把节后动情地说，“只
有民族团结，才能共同享有这种美好
的民族文化氛围。”她和家人沉浸在节
日的喜悦中，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在扎西镇的民族文化传习所，县
级非遗蜡染传承人古国宏专注地挥舞
蜡刀，描绘出精美的图案。这位苗族
匠人不仅传承着千年的蜡染技艺，还
用匠心谱写着民族文化的绚丽篇章。
古国宏说：“传习所是我们的教学点，
很多年轻人在这里接触到蜡染技艺，
从而认识苗族文化。”在他的指导下，
这里已成为威信县非遗活态传承的重
要基地，每年吸引上千名各族学员前
来学习。

近年来，威信县以“文化认同”为
纽带，坚持“在挖掘中求发展，在利用
中重保护”的原则，构建起非遗保护传
承的立体网络。建成5个民族文化传
习所，建立完备的非遗数据库，编制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截至今年5月
底，全县拥有54项非遗项目，其中国家
级1项、省级4项，培养各级非遗传承
人101人。这些涵盖民间文学、音乐、
戏剧、手工技艺等领域的文化瑰宝，正
在新时代绽放异彩。

今年5月，一场以“乌蒙石榴红·
同心共筑梦”为主题的文化盛宴在威

信县上演。昭通市文化艺术剧院曲
艺部演员孔德虎深有感触：“我们用
歌舞、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将民族团结的理念融入每一个音符、
每一个舞步、每一个故事中，让群众
在欣赏艺术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增
强民族团结意识。”这场融合多民族
文化元素的演出，让各族群众在欢声
笑语中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温暖。

如今，威信县已成功创建省级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14个。在这里，
各族群众同饮一江水、同耕一片田、
同唱一首歌，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续写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动人
故事。正如那经久不息的芦笙曲调，
民族团结的乐章正在乌蒙山区久久
回荡……

依托“鸡鸣三省”的区位优势与丰
富的红色资源，威信县以“文旅融合+
民族团结进步”模式，将红色旅游与乡
村振兴深度融合。11个精品“红军村”
串联成线，这些村落既保留红军长征
遗迹，又融入当地民族文化元素，成为
集红色旅游、乡村旅游、民俗旅游于一
体的综合旅游目的地。

在水田镇湾子苗寨，“红军长征
步道”穿村而过，千年紫薇古树、历经
400 余年风霜依然坚固的“人字形”
石墙、建在城堡式石墙上的苗族老祖
屋，以及独特的苗族习俗、蜡染技艺
和秀美的自然风光，持续吸引着八方
游客。

“开这个农家乐，就是想让湾子

苗寨的古树、古屋、古墙‘走出去’。”
2004 年，村民陶永刚返乡开办芦笙
苑农家乐。他说：“经过不懈努力，越
来越多的游客来这里体验苗族文化，
一年有二三十万元的收入。”

在扎西镇环山揽胜景区，健身步
道旁的展示栏讲述了各族同胞与红军
之间的故事，让漫步其间的各族群众
与历史展开了一场“时空对话”。市民
张涛表示：“在这里，不仅能欣赏美景，
还能感受各民族文化的魅力，接受民
族团结文化的熏陶。”

站在双河苗族彝族乡垕房观景台
上俯瞰，只见“黛瓦橙墙”的民居掩映
在山雾中，苗族舞蹈和打糍粑等民俗
活动，给游客带来独特体验。

截至目前，威信县已建成国家4A
级旅游景区1个、国家3A级旅游景区3
个，配套建设了游客服务中心、文化步
道等基础设施，有效带动周边农家乐、
文创商铺等文旅业态蓬勃发展。2024
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47.13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36.92亿元。

威信县正以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为
纽带，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
社会、心理等维度实现全方位嵌入，以

“红色扎西・胜利起点”的鲜明底色，
绘就民族团结进步的繁荣画卷，扎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红色热土到幸福家园，威信县
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与高质量
发展深度融合，让历史记忆焕发时代
光彩，让文化根脉滋养共有精神家
园，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族群众。站在
新的起点，威信正凝聚“中华民族一
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奋力书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壮
美篇章。

威信：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红色热土绚丽绽放
通讯员 姜 航 徐 红 文/图

近日，笔者走进巧家县大寨镇车
坪村，一幅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交相
辉映的和谐画卷徐徐展开。在这里，
彝族、汉族等多民族同胞世代聚居、
和谐共生，他们在文化交融、生活互
助与经济共荣中，将民族团结理念深
深植根于日常生活，共同绘就乡村发
展的绚丽篇章。

车坪村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彝族
土司陆盖凡的传奇故事与陆家庄园
遗址，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辉煌，成
为凝聚各民族情感的纽带。始建于
民国时期的陆家庄园，是巧家县首个
使用水泥的建筑。虽历经风雨，但现
存的碉楼与石雕仍彰显着精湛的工
艺与独特的彝族建筑风格，默默地诉
说着民族文化的传承。

在文化传承与交流方面，车坪村
不遗余力。每年的彝族火把节期间，
彝族文化广场上人声鼎沸，斗鸡、斗
羊、摔跤、拔河等传统项目轮番上演，

打糍粑、山歌对唱等民俗活动精彩纷
呈。彝族同胞身着盛装欢庆，汉族等
其他民族村民也踊跃参与。大家围
着火把载歌载舞，欢声笑语回荡山
谷。不同民族文化在交流中相互融
合，共同谱写民族团结的华彩乐章。
此外，村里还通过陈列彝族服饰、刺
绣、传统农具等物品，让更多人了解
彝族文化。

日常生活中，车坪村各民族同胞
互帮互助已成习惯。农忙时节，田间
地头常见各族村民一起劳作的身影，
你帮我栽种、我帮你收割，亲如一
家。每逢红白喜事，全部村民总动
员，齐心协力操办，展现了浓浓的邻
里情与民族情。在车坪村小学，不同
民族的孩子们一起学习、玩耍，分享
知识与快乐，从小就在心中种下民族
团结的种子。

经济发展方面，车坪村各族群众
携手共进。过去，车坪村以传统农业

为主，产业结构单一。在政府引导扶
持下，村民结合本地资源优势，探索
特色产业发展之路。他们利用长坪
子 6000 亩的广阔草坪，建成大型养
牛场，发展牦牛生态养殖，目前牦牛
存栏量达172头。如今，这里已形成
牦牛观赏和草场体验区，不仅带动了
肉牛养殖产业发展，还壮大了村级集
体经济。

近年来，车坪村通过实施人畜饮
水工程改造、乡村道路和户间道硬化
美化、彝人火把节广场亮化，以及发
展种植、养殖和旅游产业等项目，配
套建设了一系列服务设施，让车坪村
各族群众实现了“吃好生态饭、做大

‘牛’文章、跳好传统舞、念好文旅经”
的发展愿景。通过产业结构优化，群
众自我发展能力显著提升，收入持
续增长，绘就了民族团结进步的美
丽画卷。

“我们村虽处大山深处，但各族

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车
坪村党总支书记陆金明说，“大家相互
扶持、共同奋斗，用质朴的生活勾勒出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民族团结画
卷。”谈到未来发展，他信心满满：“在
车坪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我们将
依托彝族文化资源，加强文化建设，打
造文旅融合项目，绘制‘牛犇车坪、魅
力彝寨’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岁月如歌，车坪村的民族团结故
事仍在书写。在这里，民族团结不是
空洞的口号，而是村民日常相处的温
暖瞬间，是互帮互助的双手、文化交
融的笑语、携手致富的步伐。

如今，车坪村已荣获“全市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省级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村”“中国传统村落”“云南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称号。这些
荣誉既是对车坪村民族团结工作的
肯定，也是激励各族群众继续奋进
的动力。

巧家车坪村：民族团结开出乡村振兴幸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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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铸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红色基因凝心：

美美与共唱响团结乐章
多元文化聚魂：

协同兴业擘画幸福蓝图
文旅融合创富：

群众参与拔河民俗活动。 斗羊活动。

苗族同胞身着传统服装跳“圆圈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