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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
育的。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
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
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
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
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昭君出
塞、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盟、瓦氏
夫人抗倭、土尔扈特万里东归、锡伯
族万里戍边等就是这样的历史佳话。
近代以后，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
机，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国难，

抛头颅、洒热血，共同书写了中华民
族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
其中涌现出一大批少数民族的卫国英
烈、建党先驱、工农运动领袖、抗日
英雄、开国将领，为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人
心所归，惟道与义。”在百年抗争中，

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
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
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中
华民族精神是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继
承、发展起来的，已深深融进了各族
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国发
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
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
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
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
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
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
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

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
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
与 伦 比 的 包
容 性 和 吸 纳
力 ， 才 可 久
可 大 、 根 深
叶茂。

—— 摘 自
习近平在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
表彰大会上的
讲话 （2019 年
9月27日）

走进前进村村民中华·艾买提的家，立即给记者耳目
一新的感觉。有维吾尔族风格的大门显得很庄重威严，
不大的小院已经铺上了水泥地，院内摆上了不少农机
具，并在周边种上了不少花木。

女主人一看到驻村工作队副队长张玉清带领记者来
她家了，很兴奋地拿出了民族乐器朵达尔，弹奏起来，
脸上露出欣喜之情。

在张队长的引领下，记者走进中华·艾买提收拾得十
分整洁的房间，特别是专门看了一下洗漱间，洗脸盆、
沐浴间、抽水马桶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厨房的各种用具
也一样不少，真是小康人家的味道！

在起居间最显眼的地方，记者翻开了温宿县“民
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结对认亲连心卡和扶贫帮扶手
册，发现在这个卡和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详细记录了
这 2 年多来张玉清带领成员对这个维吾尔族家庭的关怀
行动。

说起一件件给维吾尔同胞送温暖的事情，张队长向
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用爱心，打开心灵之窗

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恰格拉克乡前进村，地处天
山脚下，这几年，由于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的建设，这
里水源充足，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变得非常优越。但由于
教育相对落后、信息较为闭塞等原因，居住在这里的百
姓一度在脱贫道路上迈不开大步。

这位叫中华的维吾尔族妇女，今年 55岁，她能讲一
口流利的“疆普”（新疆普通话）。

2018年3月，大唐新疆公司驻温宿县恰格拉克乡前进
村“访惠聚”（从2014年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开展
的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 工作队副队长张玉
清，第一次跟党支部书记艾散江·依麦尔入户走访时，听
到的是争吵声，这出乎张玉清的意料。

艾散江介绍，家人的疾病让她的生活变得不顺意，
这使她性情忧郁，对生活处处不满意。

开始时，中华看见张玉清远远地走过来，以为他是
来说教的，锁上门就出去了，这使张玉清第一次上门就
吃了个“闭门羹”。

张玉清并没有气馁。过了两天，张玉清提来了一桶
清油和一袋面粉，中华接过了东西，但并没有跟张玉清
交流太多。通过这次走访，张玉清知道她家有 9 亩核桃
地、5亩小麦地。

之后，张队长隔三差五便去中华家走访。他从做家
务、帮忙购物以及打扫卫生做起，他还会带一些日常生
活用品，有时候是两袋洗衣粉，有时候是一袋瓜子。嗑
着瓜子、聊着天，慢慢地中华的话多了起来。

张玉清告诉记者，在上世纪 70 年代时，中华的父
亲认识了几位来阿克苏插队的上海知青，就开始学习
起了普通话。到现在中华也能说一些不太标准的普通
话。至于为什么起名“中华”，中华·艾买提很兴奋地
告诉记者：“我父母年轻的时候都是电影迷，电影中英
雄人物为中华民族流血牺牲的片段感动了他们，他们
希望我也能像电影里的英雄一样，成为一名中华民族
的大英雄。”

张玉清知道，中华的心被感动了。张玉清主动要求担任
中华家的脱贫责任人。张玉清从此就发动起各方力量，一场
彻底改变中华这个维吾尔族家庭贫困面貌的行动开始了。

爱心行动，一辈子难忘

中华·艾买提家最大的困难是丈夫扎依提·瓦依斯的
病。民间把哮喘和肺心病说成是“富贵病”——累不

得、气不得。
张玉清的一位亲戚也曾是哮喘病人，后来通过锻炼

和治疗病情得到了控制，张玉清建议扎依提尝试着到地
里干点力所能及的活，每天通过适量劳动提升肺活量。

另外，张玉清还经常帮助中华家打扫卫生，想为扎
依提创造好的治疗环境。

张玉清听说有一种藏药对肺心病效果好，他就到温
宿县城、阿克苏各大药店去买，但都没有买到。趁着休
假回到甘肃老家，张玉清联系到了青海格尔木的制药厂

家，请厂家直接发货。每盒 390 元，比市面上便宜了 30
元，买到了给扎依提带来。至于药费，张玉清对中华
说，等她家核桃有收成了再还也不晚。张玉清知道，只
要中华丈夫的病好了，她家的日子就会好起来，根本不
用愁这数千元药费。中华和扎依提被感动了。

经过半年的治疗，扎依提的病有了好转。他有心
思操心家里的事情了，中华在地里干活，他便把家里
收拾得干干净净。中华性格越来越开朗，脸上的笑容
也多了。

为了能让中华家里干净整洁，能做上可口的饭菜，
2018 年 6 月，得知中华家的房顶漏雨，张玉清自掏 4000
元钱，不仅修好了房顶，还装上了崭新的吊顶，墙壁抹
灰粉刷一新，并改造了室内卫生间，装上了马桶、太阳
能淋浴设备等。张玉清还找来几位同事，购买了十几袋
水泥，用数天时间，给中华家的小院铺上了整洁漂亮的
水泥地。

扎依提又一次被感动了：“我以前对生活没什么打
算，每天过得邋里邋遢。张兄弟把我们家当成自家收
拾，看着家里的新模样，我有信心把日子过好。”

2018年9月，核桃成熟了。卖青皮核桃用工少、来钱
快，在派出单位大唐新疆发电有限公司的支持下，中华
等几户人家的核桃全都被公司收购。大唐新疆发电有限
公司还组织下沉结亲的干部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帮
扶活动，帮助中华采摘、销售核桃。

中华两口子拿着赚来的1.8万块钱，高兴极了。中华
说：“张兄弟不是‘耍嘴子’的干部，今年的收成比往年
多了将近 5000块钱！”扎依提也激动地说：“张兄弟的恩
情，我们一家永远不会忘记！”

爱心常在，脱贫致富更上一层楼

2019 年春天，前进村里开展了核桃修剪技术培训，
张玉清陪着中华全程参与培训，几天的培训下来，张玉
清也成了核桃树修剪能手。张玉清手把手带着中华修剪
核桃，工作队员和其他党员干部也来帮忙，9亩地修剪完
以后，中华完全掌握了修剪技巧。虽然累得手腕脖子发
酸，但她还是主动帮周围的村民修剪。

中华一改一年前的形象，成了热情的邻家大姐。打
那以后，村里的技术培训中华一节课也没落下。

张玉清又开始盘算着帮中华发展立体农业，在小麦
地里种苹果。张玉清说：“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很出名，
今年我教你种，包你赚钱。”原来，张玉清家在甘肃有一
片苹果园，他是一名种苹果的高手。经过张玉清的指
导，中华掌握了基本的果树栽培技术，于是，她就把地
里放好水、平整好，打好地埂子。

为保证树苗的成活率，今年3月底，张玉清带着队友
们到 30 多公里外的托甫汗镇苗圃挖了 280 多棵实心苗。
中华拿出计算器噼里啪啦地算着账，她对张玉清说：“三
五年后，这些树按照中低产量算也能结2.5吨果子，按照
市场价估算，一年能收入3万元左右呢。”

树苗运到后，工作队和党团志愿服务队齐上阵。一天
的工夫，280棵树苗便齐齐整整地立在了麦苗地里。中华像
呵护孩子一样照顾这些树苗，树苗的成活率达到了100%。

在来前进村之前，张玉清作为大唐新疆发电有限公
司的建设项目专业人才，被安排到哈密市政府部门主管
项目建设工作。在担任国家级能源基地项目建设负责人
期间，他工作踏实认真，业务能力强，受到了哈密市政
府和投资企业的一致好评。作为挂职干部，他在民族同
胞脱贫攻坚方面积累了相当的经验。

张玉清告诉记者，在前进村的2年多时间里，他已经
与13户生活困难的维吾尔族家庭结成了亲戚。

他说，他刚来时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障碍，开始时
只能让维吾尔族家庭的年轻人做翻译。后来他认为光靠
手比划交流是不行的，于是，驻村工作队就在村里每天
办起了夜校，教授文化知识和农业技术。

记者专门去了一户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家庭开设的夜
校，现场有 20多位维吾尔族农民在认真地学习。他们认
真做笔记，认真提问讨论。学员们纷纷表示，学习文
化、技术后，致富更快了。

如今，中华家的苹果树枝繁叶茂，中华家的日子也
蒸蒸日上，她能抬头挺胸地告诉别人：“我叫中华，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中华。”

行走在山西大同云州的“忘忧大道”
上，路两侧满目黄花，沿途喷灌、滴灌，宛
若江南，不远处是火山林海，谁能想到这曾
是雁北苦寒之地。

黄花大户张顺宝1975年生，西坪镇唐家
堡村人，留个小平头，一张晒得黑红的脸
庞。别小看了这个农民，他去年收入 100 多
万元，新买了城里上百平方米的楼房和奥迪
越野轿车。

熟悉的人都知道，张顺宝的百万富翁是
逼出来的。2013年，云州区 （原大同县） 区
委发力推进特色产业黄花为脱贫攻坚的主导
产业。首先要破解的，就是数百年来一户三
五亩的分散种植。

2013年，西坪镇给村支书开会，动员大
规模种黄花，完不成任务就撸了村支书。张
顺宝就这样被推上了浪头。

黄花下种到第三年才有收益，田间管护
比种传统的玉米要费心力，投资也大，关键
是采摘季很短，只有一个多月时间，需要大
量采摘工人，而农村的年轻人都进城打工去
了，这还不算大同高寒冷凉地区的风雹等自
然灾害的干扰。所以，即便云州出台系列支

持政策：种一亩黄花，补贴 500 元；黄花种
到哪，水利机井就打到哪，晾晒用的水泥场
地就修到哪；农业保险、技术指导、烘干设
备购置等政策补贴跟着老百姓需求走。但没
有第一个吃螃蟹的，无论干部，还是群众，
思想上普遍有顾虑，行动上有迟疑。

“黄花是云州的特色产业，火山土壤、富
硒七蕊，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亩均收益上
万元。”云州区委书记王凤瑞有股子牛劲儿，
老百姓能脱贫能致富，再苦再累都要实现。
他咬定目标，从传统产区西坪镇抓起，“党员
干部做示范带好头，老百姓肯定能跟上干。”

2013 年春节刚过，张顺宝和妻子安春
霞商量，准备拿出买楼房的 30 万元，在离

村最远的大岭地，流转 300 多亩土地种黄
花 。 妻 子 担 心 有 闪 失 ， 张 顺 宝 态 度 很 坚
决，“总得有人试，成功了，全村人致富就
有希望了！”

张顺宝 17 岁进城到工地当电工搞粉刷，
后来回村包井种地，种菜，搞养殖，好多活
都干过，有个特点，就是种别人不种的。也
是因为这种闯劲，头茬种黄花的 3 个村支书
只有张顺宝一人成功了。

张顺宝的百万富翁也是干出来的。当时
种黄花，张顺宝不是面积最大的，但是坚持
到底的。为了减轻种植成本，他套种西瓜、
蔬菜，结果西瓜被雹灾打掉，蔬菜也没多少
收益。即使这样，仍然咬牙坚持。

为了支持张顺宝们，政府不仅给张顺宝
的示范田安装了喷灌设备，气象局把测量地
温的仪器，专门安到黄花地，让他信心大增。

2016 年，张顺宝黄花收入 100 万元，成
为云州历史上靠种地收入百万元的第一人，
他也成了全云州规模种植黄花的第一大户。

有了示范引领，党的好政策就变成了老
百姓的好日子。

唐家堡之前连个 5 亩成片的黄花都没
有。到2016年，唐家堡村黄花种植面积达到
3000 亩。10亩以上的黄花种植户有 70户，5
亩以上的户有100户。

“种黄花富了唐家堡人”，张顺宝说，近
几年，全村在县城和大同市给孩子娶媳妇买

楼房 70 套。2016 年，全村黄花收入 1500 万
元，村里没有贫困户了。每到采摘季里，山
东济宁来了上千人采摘。新疆采棉花，云州
采黄花。挣劳务费的，一小时能采 25 斤菜，
一天近200元收入。

据悉，黄花又名萱草、忘忧草，既能食
用，也能药用。大同黄花种植有 600 多年历
史，近年来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化种植，
种植面积达到 26万亩，年产值达 9亿元，带
动了1.5万多户贫困户脱贫致富。正如古话所
讲：“莫道农家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针。”

目前在大同，黄花相关产品已经形成系
列，黄花干、黄花酱、黄花饼、黄花制作的
化妆品等各色产品琳琅满目。通过深加工，
延长产业链，提升综合效益，当地老百姓走
出了一条幸福路。

中华民族有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民族团结一家亲”爱心行动让——

笑声从维吾尔族大嫂家中传出……
本报记者 陆培法

“民族团结一家亲”爱心行动让——

笑声从维吾尔族大嫂家中传出……
本报记者 陆培法

种植大户张顺宝：

靠种黄花致富
本报记者 周亚军

张玉清 （左） 与中华·艾买提夫妇。 资料图片张玉清 （左） 与中华·艾买提夫妇。 资料图片

张玉清在给学生们讲述民族团结的故事。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