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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唱一首歌 共叙民族情
—我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掠影

本报记者 文凤

在海拔 3600 多米的青藏高原上，有一所公园式

中学，这里校园环境优美、教学设施完备、师资力量

强大，教学楼掩映在树林之间，四角凉亭、林中步道

别具一格，学生们积极向上、朝气蓬勃……这所学

校就是坐落在自治区首府的拉萨北京实验中学。

近年来，拉萨北京实验中学步入高质量发展

“快车道”，离不开北京市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的深

耕细作。

2014 年 8 月，北京市率先以成建制方式选派援

藏教师，向拉萨北京实验中学选派了第一批 52 名教

师，开启了组团式教育援藏的实践。10 年来，北京

市教育援藏坚持党建引领、首善标准、需求导向，先

后有 299 名干部教师进藏支教。他们用“爱”与“情”

点亮了雪域高原学子求知的目光，为西藏教育事业

提质增效赋能助力。

来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附属中学的骨干英语

教师白雪娜已经在拉萨北京实验中学支教了 1 年

半，在她的努力下，学生们的听说能力有了不小的

提高。教学之余，她还担任年级英语学科备课组

长，将自己的教学经验分享给当地的老师们，并指

导当地一名英语教师获得了拉萨市赛课一等奖。

为架起两地青少年心灵沟通的桥梁，2023 年 7

月，北京市教委发起“京藏同心 见字如面”活动，号

召京藏青少年通过书信广交朋友，鼓励孩子们拿起

纸笔交流文化、共话成长。

“我们在信中互相推介家乡的自然风光和文

化。”拉萨北京实验中学初二藏族学生仁增卓玛告

诉记者，“北京的名胜古迹令我非常向往。”2023 年

10 月，仁增卓玛和班上的同学乘火车来到了首都北

京，不仅参观了故宫、长城、天安门等地，还走访了

几所北京的学校，见到了自己的“笔友”。

“在顺义区第五中学，我和‘笔友’一起上了舞

蹈课。我跳了藏族的热巴舞，‘笔友’表演了传统的

中国舞。”仁增卓玛回忆说，“相处的时光很美好，临

别时，我们还互赠了具有家乡特色的礼物。”

援藏工作苦不苦、累不累？在众多的援藏干部

看来，能够投身这份事业，本身就是一件意义非凡

的事。随着对口援藏模式创新，教育援藏已从过去

的“单向奔赴”转变为如今的“双向奔赴”，进一步加

强了京藏两地师生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援藏教师也在工作中，收获了宝贵

的经历和人生感悟。

拉萨北京实验中学校长梁新，作为一位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

学的资深援藏教育工作者，已在拉萨北京实验中学默默耕耘了 6 年多，见证

了拉萨市教育水平的一步步提升。

“我两度延长援藏工作，只为亲眼见证学校从硬件基础设施的飞跃到

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再到最终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华丽转身。这一愿

景，正逐步成为现实。”梁新感慨地说。

通过援藏教师与当地教师多年来的不断努力，拉萨北京实验中学的办学

质量得到大幅提升。数据显示，2023年，拉萨北京实验中学高考上线率继续保

持100%，重本率79%，成为西藏各族群众满意的优质学校。北京“组团式”教育

援藏成果被教育部评为“2023年度基础教育领域实践创新典型案例”。

本报狮泉河电（记者 达珍 洛

桑旦增）为检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学习成果，提高学习使用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的能力，近日，阿里地区

改则县改则镇鲁仁社区驻村工作

队会同鲁仁社区“两委”组织开展

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活动，旨在

通过声音和笔墨展现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的魅力，丰富学习内容与形

式，激发党员干部学习热情和爱国

情怀，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内容丰富

多彩，设有演讲比赛、书法比赛、藏

汉翻译比赛等多个活动项目，参与

选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不同角

度诠释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重要性认识，用手中的笔墨形

象展现方块字的独特魅力、用字正

腔 圆 的 标 准 发 音 汇 报 学 习 成 果 。

最终，评委们根据选手们的表现评

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并为

获奖选手颁发奖品。

阿里地区改则县改则镇鲁仁

社区驻村工作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此次活动，不仅使党员干部深

刻感受到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

必要性，也坚定了他们学好用好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信心和决心，还

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下一步，将继续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开展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交流活动，

让干部带动党员、党员带动群众，以

“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提升广大群

众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

开展民族团结运动会、举办汉藏文

书法作品展、开设新时代西藏故事名家

讲坛、发放民族团结书籍……民族团结

是西藏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近年来，我

区 全 面 贯 彻 落 实 党 的 民 族 工 作 方 针 政

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汇聚起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

荣发展的磅礴伟力。

2024 年以来，西藏自治区民委以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为载体和抓手，

扎实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显著成效。在 2024 年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西藏有

14 个集体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集体”称号，15 名个人荣获“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

全面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

登宗山远眺，阳光轻轻洒落在冬日

的年楚河畔，整个河谷仿佛被镀上了一

层柔和的金辉。偶尔，几只水鸟掠过水

面，留下一串串涟漪，为这宁静的河谷增

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眼前，具有当地

风格的民居整洁漂亮，五星红旗在屋顶

高高飘扬。

日喀则市江孜县紫金乡努堆村荣获

了 2024 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称号，全村群众喜气洋洋、载歌载舞，充满

了团结奋进的力量。走进努堆村村委会，

这里不仅摆放有最新的报刊、宣传展板，

还开通了广播、电视……学习手段多种多

样，内容覆盖面广，群众可自主安排学习

时间来此学习。此外，村“两委”班子还着

眼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适时组织宣讲进田

地、进庭院，确保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

及时准确地传达给每个群众。

近年来，努堆村通过“走出去”“请进

来”，采取“理论+文艺”“政策+服务”“宣

教+非遗”等宣教模式，将全村民族团结

进步宣传工作推向了新高度。除固定阵

地外，努堆村在每年的“三大节日”“3·28

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日喀则市民

族团结进步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创新开

展各类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年均组

织开展相关活动 30余场次。

努堆村的故事只是我区全面构筑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一个缩影。“2024

年以来，我区编印发放《民族团结进步知

识读本》万余册；累计开展各类宣传教育

活动 1.2万多场次，受教育群众 300多万人

次；组织拍摄民族团结进步系列微视频、

动漫、宣传片等 27条。”自治区民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目前，全区人民正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续写全面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新篇章。

全面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
理论研究

“ 西 藏 把《中 华 民 族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史·西藏卷》的史料汇编做得非常好，看

得出来，参加汇编工作的师生们投入了

很多精力。”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

撰项目首席专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彭

勇翻阅史料汇编后称赞道。

西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研究基地（以下简称“基地”）在 2024 年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被授予“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

“为争取到《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史·西藏卷》这个项目，我们全面梳理了

过去几十年的相关成果，组建了三个史

料汇编科研团队，多方面查阅和搜集中

华 民 族 各 历 史 时 期 文 献 资 料 共 千 万 余

字，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进行了广泛交

流研讨。目前，涉及 9 卷本、330 余万字的

史料汇编项目已正式提交国家有关部门

审评。”基地首席专家图登克珠介绍说，

基 地 研 究 团 队 本 身 就 是 一 个 多 民 族 团

体，这里的汉族、藏族、彝族等民族学生

一起学习生活，共同研讨学术。

来自云南的彝族小伙沙牛生是 2024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藏彝走廊”

中华民族各民族交流与互动。自入学以

来，他和宿舍里其他民族的同学相处融

洽。学习之余，室友相互学习不同民族

的语言、歌曲、舞蹈等。“技多不压身嘛，

多学习多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对我们

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沙牛生说。

在全面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与

实践研究上，2024 年，相关单位组织完成

了对《西藏民族志 2000 年至 2020 年》编

目大纲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组织开

展了《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整

理与研究》《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多维路径研究》等 6 个课题项目研究；

大力实施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中 华 文 化

精 品 创 作 传 播 等 建 设 工 程 ，在 74 个 县

（区、市）建设了民族团结进步文化广场

（长廊）。

全面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

一 场 场“ 新 时 代 西 藏 故 事·名 家 讲

坛”不断走进西藏各个中学、大学，主讲

人以史料为依据、以考古遗址及生活器

具为佐证，从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生

物学等多个角度论证西藏地方和祖国的

血肉联系，揭示了藏族和其他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

一封封信件跨越山海，带着满满的情

谊从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历阳镇第二小

学来到山南市桑日县白堆乡小学四、五年

级的同学们手中。在信里，和县历阳镇第

二小学的同学们热情详细地介绍了家乡

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美丽校园，分享学

习心得、推荐好书……小小的书信将江淮

大地和雪域高原的少年紧紧地连接在了

一起，这是心与心之间的连接，也是生命

与生命之间的连接，更是中华民族一家亲

的具象化。通过书信往来，让孩子们感受

到伟大祖国的繁荣强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博大精深，增进了友谊、促进了团结。

在拉萨长大的格桑卓嘎，目前是江

苏省镇江市一名基层市场监管执法员。

她说：“希望更多怀揣梦想的西藏孩子走

出雪域高原，去跟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们

一起学习成长，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发光

发热。”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同心共筑

中国梦的坚固基石。

西藏各族儿女正有形有感有效地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幅生动的民

族团结新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本报泽当电（记者 孙开远）近

日，山南市乃东区结莎街道联合多

方力量，举行“物归‘缘’主·以物易

物‘换’享新生活”居民集市活动。

活动以“搭台”“摆摊”“赶集”的

形式，打造了童趣集市、青春集市、长

者集市、公益集市等，让不同年龄段

的居民沉浸式体验集市，增进社区居

民之间的了解。

据了解，乃东区结莎街道成立

于 2019 年，是随着山南市城市建设

区 域 不 断 扩 大 而 形 成 的 新 街 道 。

街道现有新老居民 2.8万多人，其中

多数都是外来新住民。

活动吸引了 500 余人参加，共

交换物品 200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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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地区改则县改则镇鲁仁社区

开展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活动

山南市乃东区结莎街道

举办居民集市 增进社区和谐

在那曲市嘉黎尼屋乡，贾永明和琼果两人的跨民族爱情让乡亲们羡慕

不已。1995 年，四川小伙贾永宁投身尼屋乡乡村水电站建设期间，认识了

藏族姑娘琼果并结为夫妻，从此，便在尼屋乡扎下了根。如今，20 多年过去

了，贾永明和琼果夫妇相爱相守的故事在当地广为传唱，书写了一段民族

团结的佳话。

图为贾永明琼果夫妇在田间劳作。本报记者 曲珍 本报通讯员 索朗 摄

在交往交流交融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时代西藏故事·名家讲坛”走进常州西藏民族中学

本报记者 张宇

牦牛窗、白玛红……独具特色的藏

文化元素建筑，与江南柔美婉约的韵味

交织在常州西藏民族中学校园，一如汉

藏两个民族的关系。2024 年 11 月，“新

时代西藏故事·名家讲坛”第 8 场走进这

所江苏名校。

论坛中，主讲嘉宾、中国藏学研究中

心二级研究员张云作了题为“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重要途径”的讲座。主讲人以史料为

依据、以考古遗址及生活器具为佐证，从

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生物学等多个

角度讲述了西藏和祖国内地、藏族和其

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张

云表示，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

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

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

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张 云 慷 慨 激 昂 的 演 讲 引 发 了 现 场

阵 阵 掌 声 和 共 鸣 。 多 年 来 ，无 数 怀 揣

梦想的藏族孩子，走出雪域高原，获得

了 更 好 的 教 育 ，并 与 各 族 师 生 结 下 深

厚 的 情 谊 ，架 起 了 各 民 族 交 往 交 流 交

融的桥梁。

自小在拉萨市曲水县长大的格桑卓

嘎，目前是江苏省镇江市的一名基层市

场监管执法员。她在分享中讲到，14 年

前，年仅 12 岁的她怀揣着对未来无限憧

憬与梦想，踏上了前往福建西藏班求学

的旅程。这不仅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远

行，也是一次命运的转折。

“我记得小时候，在回家的路上，总

能看到路边悬挂着的宣传标语：‘各民

族 像 石 榴 籽 一 样 紧 紧 拥 抱 在 一 起 ’。

那 时 的 我 ，或 许 只 是 将 这 句 话 当 作 路

旁的一道风景、一抹色彩。然而，随着

时 间 推 移 和 阅 历 加 深 ，我 逐 渐 领 悟 到

了这十六字背后的深远意义。”格桑卓

嘎回忆说。

数十年来，无数像格桑卓嘎一样怀揣

梦想的西藏孩子，通过西藏班这个平台，

走出了雪域高原，接受了更加优质的教

育。格桑卓嘎用自己的故事，告诫认真听

讲的同学们，在全国各地，有许多像她这

样的西藏籍大学毕业生，正用自己的青春

与热血参与国家城市建设；同样在西藏，

许多援藏干部心怀边疆、勇担使命，为高

原的发展建设默默奉献着。

格桑卓嘎饱含深情的话语，引得台

下师生频频点头。常州西藏民族中学

的学生们和格桑卓嘎一样，在他乡收获

了一个温暖的家，多了一份爱与难忘的

回忆。

一年前，昌都姑娘四郎曲措带着一

份红色的录取通知书，辗转来到常州西

藏民族中学。欢腾的锣鼓、亲切的老师、

热情的学长学姐们以及充满藏文化元素

的校园环境，让初次离家、忐忑不安的她

一下有了“回家”的熟悉感。入校后不

久，“汉藏一家亲”家庭结对活动让她在

江苏有了“常爸”和“常妈”。

演讲台上，四郎曲措举止大方。她

动情地说：“在 1 年多的‘常藏’生活中，

我 慢 慢 读 懂 了 各 民 族 血 脉 相 融 、信 念

相 同 、文 化 相 通 、经 济 相 依 、情 感 相 亲

的 答 案 ，其 实 就 浓 缩 在 校 园 生 活 中 的

每一帧——每一天的日升月落、每一堂

课、每一场活动、每一次交流。”

常 州 西 藏 民 族 中 学 老 师 介 绍 ，从

2010 年开始，学校首创了汉藏家庭结对

活动，就是让每一个西藏孩子在常州也

有一个家，能时常感受到亲情的陪伴和

家的温暖。

来自常州市的刘志勇，是汉藏家庭

结对活动中的“常爸”代表。他说：“我是

两个孩子的‘常爸’，感谢学校提供这样

一个交流的平台，让我们能参与其中，深

刻感受藏汉一家亲的浓厚情谊。”

本场活动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主办，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常州西藏民族

中学承办，人民网等媒体进行了现场直

播，500 余名师生代表在现场聆听了讲

座，全国 310.8 万网友通过线上同步收看

了讲坛节目。

图①：活动中，江苏省丹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格桑卓嘎

分享工作感悟。

图②：活动中，常州西藏民族中学

八年级学生四郎曲措分享求学经历和

学习心得。

图③：活动中，常州西藏民族中学

500余名师生代表认真聆听演讲。

本报记者 张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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