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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新 评 世 语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
筑中国梦。笃行不怠、久久为
功，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
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
在一起，中华民族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抱在一起。”不久前，习
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期间，
叮嘱“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
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
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
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把
民族团结搞得更好”，强调“要
把持续扎根铸牢共同体意识落
实到经济、教育、就业、社区建
设、文化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
等各项工作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
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
神力量之魂。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等理念，鲜明提出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
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
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
主线。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
得新的历史性成就，离不开民族
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
设和党的建设等都紧紧围绕、毫
不偏离这条主线，离不开无论是
出台法律法规还是政策措施都
着眼于强化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
精神的人民，中华文明具有突
出的统一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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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历史长
河中，反映中国人民始终团结
一心、同舟共济，彰显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的故事浩如烟海。在
共同开发祖国的锦绣河山、广
袤疆域，共同创造悠久的中国
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的进程
中，在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中，
各族人民的前途命运聚在了一
起、文化基因汇到了一起，休戚

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
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在各族人
民心中深深扎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
个民族都不能少。”在内蒙古草
原，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
兰牧骑深入基层一线，将党的
声音、民族团结主旋律唱进农
牧民群众心坎里；在世界屋脊
青藏高原，青藏、川藏、藏中、阿
里 4 条“电力天路”和“三区三
州”电网建设等重点项目编织
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

“民生网”“幸福网”；随着闽宁
协作的深入开展，宁夏孵化出
160 多个闽宁示范村，“闽宁模
式”呈现新气象；在新疆，和若
铁路结束了南疆洛浦、策勒、于
田、民丰、且末等地不通火车的
历史……一项项民心工程、一
件件惠民实事，照见各族群众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越铸越牢。全面
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推
动各族群众逐步实现在空间、
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
的全方位嵌入，就能不断巩固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构
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
的远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
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
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团
结就是力量，奋斗开创未来。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旗帜下
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
股绳、铆足一股劲，咬定青山不
放松，风雨无阻向前行，才能创
造更加美好的明天，赢得更加
伟大的胜利。

在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西
藏拉萨八廓街周边，多民族群
众共同居住的民族团结大院有
100 多个，居民们常把“各族人
民相亲相爱，茶和盐巴永不分
离”这句话挂在嘴上。中华民族
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笃行
不怠、久久为功，不断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
步之花必将结出越来越丰硕的
果实。

“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
◎邹翔

甘孜日报讯 近日，在浙江
援建工作队支持下，稻城县文
旅部门组织江浙紫砂工艺与阿
西土陶非遗传承人，在香格里
拉镇阿西土陶亚丁体验中心开
展了“阿西土陶与紫砂工艺交
流互鉴”活动。

活动当天，该中心首批“亚
丁”文创茶具也出窑亮相。此次
出窑的“亚丁”文创茶具为央迈
勇、仙乃日、夏诺多吉套壶。

未来，稻城县将以非遗阿
西土非遗作坊为示范点，建设
延伸全县多个乡镇非遗项目。

近年来，稻城县通过非遗
作坊联农带农市场化运营机
制，推进土陶现代产品加工，培
育乡村工匠，健全乡村非遗文
创人才培育体系，开发新型文

创产品，提高了传统手工艺品
的商品价值和市场竞争力，同
时也提高了本地手工艺从业者
收入。

阿西土陶是稻城县赤土乡
阿西村流传千年藏族艺术珍
品，阿西土陶又称“藏族黑陶”。

下 一 步 ，稻 城 县 将 投 入
400 万元资金，在旅游人口集
中的城镇，建设集传统乡村
非遗、传统制作流程和展示
体验空间。依托在香格里拉
镇旅游人口集中区域设立非
遗作坊，针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阿西土陶等项目进
行系统研究及整理，拓展非
遗产品的应用市场，丰富、活
化非遗内涵。

宁渠 文/图

阿西土陶亚丁体验中心
首批“亚丁”文创茶具亮相

图为“亚丁”文创茶具央迈勇、仙乃日、夏诺多吉套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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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
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的征程中奋力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甘孜篇章

学习贯彻州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

甘孜日报讯 为扎实做好新时代基
层理论宣讲工作，进一步强化基层宣讲
员队伍建设，提高宣讲员的理论水平和
宣讲能力，近日，甘孜县委宣传部组织县
委宣讲团成员开展个人能力提升培训。

宣讲员们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来川
视察重要指示精神、省委十二届四次全
会精神、州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宪
法等主题进行试讲。宣讲员们通过引用

生活中的鲜活事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进行宣讲，让在场的所有人员听得入
神，现场掌声不断。

宣讲员试讲完后，宣讲团老师围绕
怎么宣讲、给谁宣讲、用什么样的方式
宣讲等，用接地气的语言和鲜活的事例
进行授课，并就如何让宣讲更加生动活
泼，让群众愿意听、听得进、有感触等与
试讲人员进行了交流探讨，同时鼓励他

们要不断创新宣讲方式方法，用心用力
讲细、讲深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让党的
各项政策进村入户、深入人心。

“本次培训对于提升全县宣讲员队
伍的整体素质具有重要意义。今后，县
委宣讲团成员将继续发挥好作用，深入
基层宣传党的政策，为推动文化振兴营
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该县县委宣传部
负责人说。

宣讲员们纷纷表示，此次培训提升
了业务能力、拓展了专业视野，在今后
的工作中将学以致用，切实把所学所思
所悟所得有效转化为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的履职能力，在基层一线充分发挥好
政策宣讲员、舆论引导者、甘孜故事讲
述者的作用，推动全县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再上新台阶。

县委宣传部

当好新时代宣讲员
甘孜县开展县委宣讲团成员个人能力提升培训

红色文化墙格外醒目、栋栋藏房分
布在整洁的村庄中、花园农庄的“极地
果蔬”也越来越受人青睐……新年伊
始，走进海拔 3500 多米的理塘县甲洼
镇东珠村，高原藏寨处处呈现出安居乐
业的喜人景象。

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红军长征故
事在这里世代相传。近年来，紧邻镇政
府的东珠村围绕“乡村振兴、宜居宜业、
红色文旅”发展目标，着力改善农村基
础设施，大力发展主导产业，强化农村
社会治理，保持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农村繁荣的良好局面，成为远近闻名的
精品示范村。

“我们这里离县城仅30分钟车程，
现在有很多游客来参观向阳寺红色陈
列馆，也喜欢到镇上的长征路走走，还
有很多党员干部来这里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东珠村党支部书记赤乃说。东珠
村依托“红军小镇”打造，围绕建设一个

“红色村落”发展规划，连接明代古建筑
向阳寺、清代古建筑俄曲阿觉故居、省
级名胜风景区擦若溪、古碉堡、彩虹桥、
红军林红色旅游示范线路，打造红色旅
游村落。

在红色革命精神的指引下，这里的
党员们接续革命奋斗的精神，推动红色
资源、绿色生态与特色产业结合，积极
发展红色教育培训、乡村旅游及特色产
业等，带动了一批“爱农村、讲奉献 ”的
村民投身红色文化建设，充分显示了乡
村生态产品和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

村民斯郎拉姆开办的月亮湾酒店，
2023年通过线上直播与线下接待的方
式，接待游客1057人次，实现年收益增

效15万元。如今，村里新修建红色旅游
文化墙 245 米，提档升级村内 12 家酒
店、民宿、餐饮硬件设施及服务质量，努
力打造乡村红色文化旅游新业态。2023
年，全村共接待旅客6850人次，实现增
收23.975万元。

在东珠村，每栋房屋的装饰风格都
具有藏汉民族特色，并且将人的住所与
牲畜圈舍完全隔开，还修建了厕所和洗
澡一体的卫生间，居住条件和卫生条件
得到极大改善。太阳能路灯照亮村民夜
间出行路，幼儿可以就近读书，小病小
痛有村卫生室，农闲时可以到村文化
室、图书室娱乐、看书。为推销农副产
品，村里搭建了电商平台，实现了网络

宽带全覆盖。村民洛彭措高兴地说：“以
前我们挺羡慕城里人的生活，现在觉得
我们的生活并不比城里差多少。”

东珠村抓住地处国道 227 线主干
道的区位优势，以及红色文化资源优
势，以民居接待为突破口，投资 205 万
元对全村环境进行整治和配套基础设
施改造提升，乡村环境更加宜居，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东珠村结合地处濯桑蔬菜五星级
现代农业园区的区位优势，按照“宜农
则农、宜牧则牧”发展思路，因势利导，
规模发展现代种养业。采用“支部+龙头
企业+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组建有
机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投入100

万元与玛吉阿米花园农庄深度合作；成
立牦牛养殖专业合作社，集中规模发展
养殖业；为每户农户新建小型蔬菜大
棚，发展庭院经济；龙头企业和专业合
作社每年可为该村解决就业岗位十余
个，群众就近务工年收益达30余万元。
如今，东珠村已建立起“租金、股金、薪
金”利益联结机制，拓宽了群众增收渠
道，壮大了集体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说，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
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这些
鼓舞人心的话，让我们的干劲更足了，
带领村民不断增收的信心更强了。”赤
乃心潮澎湃地说。

理塘县东珠村

红色传承宜居业兴
◎叶强平 文/图

图为红色文化墙。

弘扬工匠精神 展现最美形象

向云端、见冰川、泡温泉、吃美食，
经过一年多的灾后重建，2024年元旦，
海螺沟景区盛装归来，草海子至洞嘎寺
环线，贡嘎之堂（三号营地）、贡嘎之脉

（城门洞）、贡嘎之梯（干河坝）、贡嘎之
梯至贡嘎之脉环线，一个个新晋打卡
点，吸引了0.592万人次畅游海螺沟，一
骑绝尘的贡嘎山、高悬天际的冰瀑布，
徒步穿越川西特有的原始秘境和林海
雪原，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

作为海螺沟景区开发的见证者和
参与者，于秀清和她的团队在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线上线下宣传推广、推出系
列“宠粉”优惠政策、优化线路丰富产
品、规范市场经营行为、提升旅游服务
质量等方面下足功夫，一项项暖心服
务，让游客宾至如归。

88年前，两万红军长征过磨西，留
下了厚重的红色文化资源，磨西天主教
堂毛泽东同志住地旧址在“9·5”泸定地
震中受损严重，经过修葺，已重新开放。

“我们不仅要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
的旅游环境，每名旅游工作者还要熟知
磨西的红色旅游文化。”于秀清说，海螺
沟是我州旅游业的一张名片，也是我州
第一家成功创建的国家级5A景区，我
们一定要把这个“金字招牌”维护好，擦
得更亮，用实际行动支持我州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

“每到汛期、防火期，我都要带人进
景区，确保景区和游客安全。”于秀清
说，海螺沟景区旅游公司的职责不仅仅
是创收，更主要的是为游客提供安全优
质的服务，及时救助在冰川观景台发生
高反的游客，及时处置各类突发状况。

傍晚时分，在磨西天主教堂毛泽东
同志住地旧址，游客纷纷拍照打卡。步
行至此的于秀清看到游人如织，心情格
外舒畅。听到有游客在谈论红军长征发
生在磨西的故事，于秀清立即干起了导
游的老本行：“历史上，磨西一直是川西
茶马古道(雅安至打箭炉)的必经之路和
重要驿站。1935年5月29日前后，中央
红军红1、红3、红5、红9军团和中央军
委机关近两万人经过磨西，在磨西雅家
埂河、德威乡等地留下 40 余公里长的
足迹。仅有 20 来户人家的小镇上住满
了红军，街上随处张贴有红军的标语口
号——打土豪、杀赃官。”

于秀清讲得绘声绘色，游客听得津

津有味。在磨西古街，人流如梭，一家家
特色旅游商店吸引了游客驻足购买旅
游小商品。于秀清开心地说，88年前，磨
西才几十户人家，现在已经演变成了繁
华的旅游小镇，和我 20 年前来到磨西
看到的景象有了天壤之别。

“我之所以放弃大城市工作的机
会，是因为我非常喜欢旅游工作，我
直接和间接做海螺沟景区的导游长达
20 年，服务过的游客数以万计，从未
接到过任何投诉，还获得了无数点
赞。”说话间，于秀清的思绪又回到了
20 年前，那个青春似火、激情燃烧的
难忘岁月。

巾帼多壮志 全域旅游建新功

2001年10月，于秀清决定到海螺
沟工作。当她把这个想法告诉家人时，
家人并不赞同。彼时，从成都到海螺沟
要耽搁一天时间，交通不便，远离家人。
况且，于秀清在西南石油勘探开发公司
待遇也不错。

“旅游是我一辈子热爱的事业。”有
了梦想，就有动力。于秀清“固执”地来
到海螺沟。“刚到磨西，看到眼前的一
切，瞬间颠覆了我对海螺沟的美好印
象。当时，海螺沟景区还处于开发初期
阶段，磨西镇像样的酒店都没有几家，
还有很多农田，到核心景区的公路通行
条件也不是很好，因为成都过来要走一
天，游客也不多。”于秀清说，既然选择
了旅游业，选择了海螺沟景区，就应该
无怨无悔。她被分配到四川省贡嘎山现
代冰川有限公司计调中心工作，这一干
就是5年。

2005 年，于秀清被调到海螺沟景
区管理局导游部任副总经理。当年，于
秀清带团进景区游览，乘车需要2个小

时，徒步需要 2—4 小时左右。一天下
来，累得腰酸背痛，但她依然乐此不疲。

“每个景区都会经历初始开发阶段，条
件艰苦是景区发展的一个过程。”于秀
清说，当时冰川景区还没有索道，要到
达冰川，只有骑马和走路。

在导游部工作的 10 余年，于秀清
尽心尽力。作为导游，她对这个职业有
着更深的认识，这项工作不仅考验个人
的综合素养和应变能力，更考验导游的
个人修养。“我经常性培训我们的导游，
从海螺沟景区景点到甘孜州旅游资源，
从服务礼仪到职业道德，从导游知识到
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美食文化等，因
为导游是景区的名片，如果稍有差错，
遭到游客投诉，就会影响到整个景区和
这一地区的形象。”于秀清深知导游的
重要性，无论在导游部担任经理，还是
担任公司的管理者，她从来没有放松过
对导游的教育管理。

“帮助游客找回丢失的钱包、相
机、手机等贵重物品，营救迷路的游客
……多年来，我们的导游默默为游客
保驾护航，赢得了游客较好的口碑，也
为海螺沟景区成功创建国家级 5A 景
区作出了积极贡献。”于秀清说，在导
游部的几年时间，她已带出了 100 多
名优秀导游。

“现在的海螺沟景区已经今非昔
比，我在海螺沟耕耘了20年，亲历了景
区从年收入不到 300 万元到成功创建
为国家5A级景区的过程，见证了景区
从年游客量几万人到年接待量60余万
人，收入增至5000余万元。当地村民依
靠旅游发展民宿摆脱了贫困。”于秀清
心怀感恩，她说，是海螺沟养育了我也
成就了我，我将继续发扬劳模精神，为
我州全域旅游作出更大贡献。

海螺沟最美“巾帼红”
记贡嘎山海螺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秀清

◎甘孜日报记者 张皓瑜

【人物档案】
于秀清，四川省第六届劳动模

范，现任贡嘎山海螺沟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在西南石油勘探开发公司工作
5 年后，2001 年，于秀清怀着对旅游
业的满腔热情，来到了海螺沟景区，
从此，她与海螺沟景区的发展一路同
行。20多年来，她着力打造景区高素
质讲解队伍，培养了包括州级劳动模
范和国家级优秀讲解员在内的上百
名优秀员工，她积极为景区的发展建
设争取资金，助力景区提档升级，她
所在的团队曾多次被评为“旅游接待
先进单位”。

2017 年，她被任命为改制后的
海螺沟景区旅游公司副总经理，无论
工作岗位如何变化，她始终坚守初
心，以抓好公司经营收入为目标，在
2 年内实现了公司扭亏转盈。2019
年，公司收入达700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