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的香格里拉和谐、安宁，漫山遍
野的杜鹃花，一张张喜悦的笑脸，各族
人民手足相亲，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拥
抱。在香格里拉市五境乡泽通村，记者
进村串户，听群众细数“感恩连”的点点
滴滴，言谈间，深深感受到各族群众手
牵手的情感基石，将心比心、以心换心
的和谐氛围。

同心筑梦凝聚力量

“我家原来是贫困户，全靠我一个
人挣钱，那时候相当困难。”42岁的吉
仁叶古村民格茸说起从前。家里老人
60 多岁，两个孩子正在上学，关键时
期，妻子又生病，无法从事体力劳动。

“地里种点包谷，闲时捡菌，即便如此，
辛苦一年，全家收入最多也就5000元。”
格茸告诉记者，从 2015年开始，党的政
策越来越好，家里不但养起了几百只野
鸡，还搞起了蔬菜种植，另外，自己又
担任生态护林员，去年家庭收入达到 3
万多元。

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
钥匙。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
五境乡顺民意、惠民生，着力解决各族群
众一些牵肠挂肚的问题，召开了脱贫攻
坚冲刺动员大会，对全乡脱贫攻坚工作
再安排、再部署。

“因地制宜，从大处着眼、细处着手，
发放党员创业致富贷款，扶持藏香猪、野
鸡、土鸡、中药材等种植养殖业，抓实抓
细落实好各项工作。”乡长李建华说，干
部群众同心协力真抓实干，科学谋划，向
着脱贫目标发起冲刺，向党和人民提交
满意的答卷。

“2010年，我们村有10多名党员，现
在已经有20多名了。”格茸说，有党的领
导，就有了“主心骨”，大家齐心协力加油
干，好日子就有了。那么，如何才能同心
共筑小康梦？“幸福生活靠的是好政策、
好时代，吃水不忘打井人，要懂得感
恩。”格茸萌生了同大家一道感恩的想
法，并讲了出来。在乡党委、乡政府的指
导下，格茸与其他贫困户商量后，“精准
扶贫感恩连”破土而出，格茸被大家推
举为“感恩连连长”。随着“感恩连”活动
增多，影响范围逐渐扩大，自愿加入的
人越来越多。目前，格茸的“感恩连”从
最初的4人发展到48人。而在五境乡，则
多达100多人。

守望相助紧紧相拥

五境，藏语称“绒巴书安”，“绒巴”意
为干热河谷藏区，“书”为辖地，“安”为五，
其意为五个伙头分割管辖之地。五境乡地
处香格里拉市西部，下辖仓觉村、霞珠村、
泽通村3个行政村，29个村民小组。2018
年末，全乡总户数871户，总人口3911人，
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12人。

五境乡世居民族有藏、傈僳、纳西、
汉等民族，其中仓觉村子母雄村民小组
是傈僳族聚居村寨，其他村组均为藏族
聚居村。目前，“感恩连”先后开展 70多
次义务劳动，以互帮互助、扶贫济困、发
展产业、美化家园等实际行动，把握关
键话题，喊响做实“拥护核心·心向北
京”；把握核心问题，组织、带领、发动群
众发展产业，带领群众致富；引导各族
干部群众都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
珍视民族团结。

“感恩连”的成员走进群众家里，了
解生产生活情况。与村民们围坐在一起，
听意见、出点子、谋发展。温暖的阳光透
过窗户，洒进村民肖农家里。“两个残疾
孩子需要照顾，自己无法外出务工，缺乏
经济收入来源。”肖农回忆起加入“感恩
连”时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我开始努
力发展产业，养了500多只野鸡，种了朝
天椒，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在‘感恩连’的带动下，邻里矛盾少
了，打架斗殴、赌博、酗酒等不良行为不
见了，群众对政策的知晓率不断提高，贫
困群众内生动力和自强意识不断增强，
大家团结一心，产业发展了、环境变好
了、脱贫致富信心更加坚定了。”五境乡
乡长李建华说，“感恩连”经过潜移默化
的感染，群众增强了团结和感恩意识，支
持党委、政府工作的积极性高了，落实各
项工作比过去容易了。

守望相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
“11·03”白格堰塞湖洪峰过境期间，受泽
通村“精准扶贫感恩连”的影响，仓觉村
党员群众自发成立了应急抢险突击队。
在洪峰到来之前，突击队冲在第一线帮
助群众转移财产物资，尽可能减少群众
的损失。洪峰过境之后，突击队连续奋战
在灾区第一线，开展抢险救灾，帮助受灾
群众重建家园。堰塞湖灾害过去后，这支
突击队重新组建为“感恩突击队”，队员
达到30名。2019年1月，五境乡霞珠村成
立“感恩自强队”，现有队员31名。至此，
五境乡三个村均成立了“感恩连（队）”，
以服务群众为宗旨，从与群众息息相关
的小事、琐事做起，组织开展各类志愿服
务活动。

本报记者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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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凝聚力量，团结开创未来。迪庆藏族自治州奋进在新时代
的浩荡春风里，书写着民族团结的精彩答卷。

迪庆作为我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88.99%，境内居住着以藏族为主的26个民族，多民族聚居、多
宗教共存、多元文化交融。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兄弟民族
共同生产生活，不断交流、交往、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格局。
近年来，迪庆以永远在路上的精神，紧密结合自身实际，探索

具有迪庆特色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路子，毫不松懈地巩固
和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各族群众坚定不
移心向党、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确保藏区长治久安、人民幸福
安康，争创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走在全国藏区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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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们社区四世同堂的家
里看看吧！”四月，德钦县奔子栏
镇的阳光，温暖着整个小镇，镇
政府宣传委员布称热情带路，穿
过干净整洁的街道，不远处的金
沙江边，一幢崭新的楼房就是村
民鲁茸益西的家。布称说，有党
的坚强领导，大家齐心协力，群
众积极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
就抓实了。

晌午过后，鲁茸益西仍很忙。
新家的自来水管需重新调整，他
到五金店买材料，还没回家。站在
鲁茸益西的新家前，门上挂着大
大的“福”字，没有褪色的春联在
阳光照耀下十分醒目，红红的颜
色显得格外喜庆。

鲁茸益西读到初中一年级，因
家里困难，没有继续学业。“我没遇
到好时代，但孙子赶上了，从幼儿
园到高中全免费。”鲁茸益西一到

家，就向记者讲述家乡的变化。
迪庆州不但在全省率先实施

14年免费教育政策，还对精准扶
贫户大中专生每年补助 5000元，
高原农牧民高中学生补助 3000
元。2018年，迪庆有各级各类学校
141所，各级各类在校学生 6万多
人。说起现在各族群众的日子越
过越旺，鲁茸益西止不住内心的
喜悦，掰起手指给记者算了幸福
账：“除了教育免费，还有医疗养
老保险、草改林改补助等。各种补
助款都打在一折通里，到底有多
少钱，这几年我都没查过，因为还
用不上。”

一项项惠农政策、医保政策、
养老政策得到落实，迪庆各族群
众的生活越来越好。采访中对于
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老百姓有个
共同的声音：“好政策就像天上的
星星，数也数不尽。”

近年来，迪庆州委、州政府始
终把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着力点
和出发点，先后实施了“藏区高原
农牧民学生救助工程”“农牧民定
居工程”“全民健康工程”“特困农
民、城镇困难家庭和困难僧侣最
低生活保障工程”“农村民居抗震
安居工程”和边疆解“五难”等一
系列政策措施，认真办好群众迫
切需要解决的急事难事，保障群
众基本生产生活，迪庆民生事业
大幅改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
等社会事业全面健康发展，各族
群众充分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实
现社会和谐稳定。

事成于和睦，力生于团结。
迪庆各族群众凝聚在党的旗帜
下，构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谁也
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奏响

“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

的和谐凯歌。这一切，正是迪庆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高
度重视各民族交流，凝聚民族团

结正能量，促进各民族和睦相
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丰硕
成果。

民族团结，迪庆藏区的最美底色
本报记者张帆文/图

阳春三月，一个孕育希望的
季节，村民和耀林有了自己的打
算：“这几天种了两亩包谷，留出8
亩地，准备种木香等中药材，今年
大概有近万元的收入，日子应该
越来越好过。”

和耀林家住维西傈僳族自治
县攀天阁乡美洛村，记者见到他
时已是午后，阳光透过淡薄的云
层，反射出耀眼的光芒，照得人睁
不开眼。和耀林站在村委会的坝
子里，津津有味地向乡亲讲述着
民族团结的故事。“美洛，不美乐”
是村里过去流传的一句话，贫穷
是美洛村的旧貌，如今换了新颜，
亲历新旧对比的和耀林，见证了
民族团结带来的巨大变迁。“各民
族团结共处，互帮互助，日子变好
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一定要好
好珍惜。”

涓滴情义汇江海，春风化雨
聚人心。迪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民族宗教工
作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迪庆特
色”的路子，在全国率先颁布实施
了《迪庆州民族团结进步条例》
《迪庆州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条
例》，维护藏区民族团结、社会稳
定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在依法
有效管理藏传佛教寺院等方面走
在全国藏区前列，成为全国藏区
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稳定的
一面旗帜。

“到我家看看就知道什么是
变化了。”和耀林告诉记者。沿着
进村水泥路，从山顶到山脚，约20
分钟到了和耀林的家。“从山上看
山下不远，以前走半天才能到，现
在路通了，半天变半小时。”一进
家门，和耀林便开始说起了这些

年家乡的变化。门口是独立卫生
间，院子是去年政府出钱硬化的，
留下了一块空地种点菜……“有
了好政策，还要干事有精神。”和
耀林说的精神，是团结一致，撸起
袖子加油干，大家一起奔小康。

迪庆高举发展稳定的大旗，始
终把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视为
迪庆发展的首要任务和先决条件，
积极探索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新途径，维护藏区和谐、守护美丽
家园、呵护民族一家亲的情感，形
成了人人同建精神家园的良好氛
围。近年来，迪庆创建了 1个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县、7个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乡镇（特色乡镇）、21个民
族特色村寨、44个民族团结示范
村、3个民族团结示范社区、1个和
谐寺院和 1000户示范户，为迪庆
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积

累了宝贵经验。
2019 年 至

2021 年，迪庆还将
实施两个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县、4个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乡镇、43
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
（社区）创建示范项目，累计将
争取上级投入项目补助资金 1
亿多元，为迪庆争创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州和推进藏区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提供有力支撑。同时，深入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
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
镇、进学校、进医院、进军
营、进寺观教堂、进旅游景
区”等活动，涌现出一批具有
引领作用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示范典型。

从香格里拉市中心开车到五
境乡泽通村要1个多小时，和煦的
春风唤醒了沉睡的土地，路边的
花儿粉黛含羞，从山顶到山脚，渐
次盛开。当一排排错落有致的小
楼跳进视野，乡村变成了一幅美
丽的画卷，人们走出家门沐浴春
色，也播下一年的美好希望。

在通村的水泥路边，记者遇
到44岁的央宗，她身穿藏族服饰，
正把摩托车停放在家门口。踏进
她家干净整洁的小院，院中旗杆
上的五星红旗随风飘扬，阳光充
足的院墙下种满绿色植物和鲜

花，和院外的山林相映成趣。“有
党的好政策，自己也得撸起袖子
加油干才行。”央宗边将记者让进
客厅边说，现在生活不用愁，两个
孩子都在上大学，以前想都不敢
想的事情，现在成了现实。

“去年捡菌卖了两万多元，家
里养了 17头猪、3头牛，种了 4亩
多青稞，还可以有 3万多元的收
入。”央宗说，自己和老公忙不过
来的时候，村里的乡亲不分民族，
相互帮助，像对自己家人一样。

“我家的好日子过起来了，如今有
余力，也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

人。”央宗话语质朴，暖人心扉。
民族团结、互帮互助弥足珍

贵，一个地方的美好未来，需要大家
一起努力。李元太是四川平昌人。几
年前，他妻子的妹夫因车祸身亡，不
久，妹妹也不幸离世，两个孩子和
80多岁的老人无人照顾，李元太就
从四川来到泽通村，挑起了这份重
担。“村里人对我很好，农忙季节全
村人来帮忙，每逢开学季还给小孩
路费。”李元太说，“村里经常组织人
来帮整理家务、打扫卫生、收庄稼，
从来不要任何回报。”

迪庆深入贯彻中央治藏方

略，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
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重
要原则，推进各民族同创“绿色家
园、精神家园、小康家园、幸福家
园”，以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统领全州民族工作，全面贯彻落
实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走出了
一条具有鲜明“迪庆特色”的民族
工作路子，努力争创全国藏区经
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
会稳定的典范。

采访中，记者看到，迪庆基础
设施条件不断改善，产业加快培
育发展，生态建设成效明显，经济

社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各族群
众生产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家
同心筑梦，坚信“脱贫只是第一
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截至
目前，迪庆州贫困发生率从 2015
年底的24%下降至3.57%。

过去几年，迪庆脱贫攻坚的
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
前所未有。藏区各族群众深刻体
会到，新思想给迪庆带来了巨大
变化，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人民群
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全面增强，各
族人民进一步坚定了听党话、跟
党走、感党恩的信心和决心。

人人共创美好未来

人人共享丰硕成果

人人共建团结家园

“感恩连”守望
藏乡幸福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