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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党爱国 爱我家园 遵纪守法 诚实守信
维护公德 热心公益 崇尚科学 移风易俗
爱岗敬业 助残济困 勤劳节俭 健康生活
尊师重教 拥军爱民 敬老爱幼 邻里和睦
言行文明 谦让包容 美化环境 保护名城

高邮市民文明行为 条

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高邮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征文活动优秀作品选登

编者按：5月,是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多年来,经过开展宣传月活动，全市涌现了许多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得到扬州、高邮市委市政府表彰，还有更多的单位、家庭和个人，在默默无闻地进行着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宣传民族团结进步、营造民族和谐社会氛围等有益民族团结进步的工作。为了充分挖
掘他们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方面的先进事迹，中共高邮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高邮市民族宗教事务局、高邮市教育局、共青团高邮市委员会联合在全市开展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征文活动，受到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征文期间，共收到来稿 89篇，经专家评审，共评出一等奖 3篇、二等奖 5篇、三等奖 9篇、入围奖 23 篇、新苗奖 15篇，
现选登部分优秀作品，以飨读者，共同推进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迈上新台阶！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 56个民族，民族团结是各族人

民的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

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

展。”而我有幸工作、生活在一个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大家

庭里，亲眼见证了它十几年来的繁荣发展。

2007年大学毕业，工作岗位分配时，我选择了菱塘回

族乡———江苏省唯一的少数民族乡，初来咋到，人生地不

熟，好在学校统一安排了食宿，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

我们外地老师能够安心在此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后，慢慢了

解到这里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回族，大部分居民是汉族，学校

里一部分老师是回族，一部分老师是汉族，平日里大家相处

十分融洽，互相尊重，工作在这样的环境氛围里，刚来的不

安与忐忑一扫而光。回族人信仰伊斯兰教，教规当中有一句

话叫做“凡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都是兄弟姐妹”，那么我再加

上一句，“但凡相信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和谐的、繁荣的多民

族国家的人，维护各民族之间关系的人都是兄弟姐妹。”在

菱塘回族乡，回汉同胞与邻为善，友好相处一家亲，每次欢

度重要的节日，老师们一起聚餐，餐桌上只要有回族老师

在，大家都不点沾有猪肉的菜肴，虽然每次回族老师都说没

事的，你们吃，但是大家依然一如既往的这样做，因为互相

尊重是最起码的相处之道。

在菱塘回族乡，回汉联姻早已不是件稀奇的事了，虽然

民族不同、风俗不同，但都父慈子孝、婆媳和谐、夫妻恩爱，

十分幸福美满，为民族团结交融作出了示范表率。千里姻缘

一线牵，我与我爱人就是典型的回汉联姻，当初结婚时，由

于风俗不同，提前沟通，互相体谅，欢欢喜喜、和和美美的完

成了结婚仪式。婚后，我们和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从最初

的不适应、不了解到后来的慢慢习惯、渐渐了解，现在已经

完全融入到回族家庭里了。家里的长辈对我非常好，也十分

尊重我的娘家人，有了孩子之后，我的妈妈为了我能安心工

作，主动要求来给我带孩子，一个带大了，又接着带小的，在

此期间，两家亲家相处融洽，也没有出现争抢孩子姓氏的矛

盾，我的两个孩子都是跟我爱人姓，在这样和谐的、四代同

堂的家庭氛围里，我和爱人努力工作、积极进取，为这个大

家庭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2017年，家里的爷爷被乡里评

为“和谐幸福老人”，我们家被评为“幸福之家”。俗话说：一

滴水能映出太阳的光辉。在菱塘回族乡，这样的家庭何止我

家，回汉两族人民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共同建设我们的家

园，使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上升，缔造了电缆之乡、清真美食

之乡的美称......

菱塘回族乡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在这里工作、生

活了十几年，亲眼见证了乡村建设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拿我

家周围来说，刚结婚时，我家南面和东面全是荒地，杂草丛

生，几年前，乡里建设规划，把这块荒地终于利用起来了，结

合民族广场，在这块荒地上建起了健康体育公园，有跑道、

篮球场、健身器材，还种植了大量的树木，周围的环境得到

了充分的改善，老百姓对此称赞不已，每天都有大人小孩过

来锻炼身体、玩耍。当然，菱塘的建设远远不止这个，民族文

化宫、敬老院......这些民生项目无不印证了这个少数民族乡

十几年来的繁荣发展。

只要各民族团结一心，社会才能和谐稳定，人民群众才

能安居乐业，各族人民都发扬团结友爱的精神，互相帮助，

努力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大家庭，让我们在这样的民族大

家庭中健康快乐的成长吧！

唱民族团结赞歌
谱和谐发展篇章
阴菱塘回族乡民族初级中学 梁康丽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征 文 一等奖

一排排刚成型的砖坯堆成

一垅一垅的，场地的边缘座落着

几幢破旧的二层小楼，屋内闷热

而黑暗，散落着一些必备用品，

透出一股难闻的味道。

屋外的场地上，男男女女在

不停地搬运砖坯，来不及抬着看

一眼来到的外人。有背着糨褓婴

儿的妇女，有开着电瓶拖车飞驰

的少年，有卷着长袖与裤管的中

年，还有三三两两沾满泥巴在大

人身旁玩耍砖坯的幼儿。

尔古洛洛，一个三十岁左右

的汉子，棕黑的脸庞，穿着一双

沾满尘土与皮肤色系相近的塑

料拖鞋，说话时总喜欢背着手。

这是个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

汉子，也是一个带着一群人出来

打工的大家长。

这般场景只能在电视中才

能看到，但真实地存在我们的身

边。他们是一群来自大凉山的彝

族人，我们与他们打交道已有十

来年。在二沟砖瓦厂这个小世界

里，常年生活着一群打工的四川

彝族人，他们来来往往，人数不

断在变化，由一个个小家庭组成

一个打工群体大家庭，有时有四

五十人，有时有二三十人。

最初我们依照国家基本公

共卫生，儿童计划免疫项目工作

对流动儿童主动搜索的要求，在

一次工作中，偶然发现了这片

“小世界”。居住在这里的孩子随

父母走出了大山，但并未完全走

进新的世界。有限的空间是他们

栖息港弯，黑黑的泥土是他们嬉

戏的玩具，家长更不知道孩子们

是要接种疫苗的。尽管语言沟通

不畅，我们总会耐心地告诉他

们，孩子们打预防针是可以预防

很多疾病的，打预防针是免费提

供服务的。

转变自己的思想容易，改变

他人的观念却很艰难。对于习惯

让孩子在环境中自然生长的彝

族人来说，让他们在江苏这片土

地上享受与本地同品质服务，既

是工作的需要，更是对他们健康

权益与人格的保护与尊重。终

于，他们在一个雨天带着大大小

小十多个孩子来到医院接种疫

苗。

流动的人口，自己会面临更

多的疾病发生，也会给身边的人

带来健康风险。我们时刻准备

着，以最快的速度去帮助他们化

解疾病的威胁。一次，一个彝族

幼儿被诊断患有麻疹。这是一种

呼吸道传染病，对于没有免疫屏

障的人群来说，暴发的可能性几

乎是百分之百。在刚诊断完首例

后，我们现场调查立刻又发现二

次传染病例，那是一个孕妇。时

间容不得等待，我们动员医院最

强医疗、护理、预防力量，将孕妇

转往扬州治疗，将首例儿童隔离

治疗，并对所有密切接触的人群

开展应急性预防接种，由于处理

及时，疫情立刻得到了控制。后

来，经过省疾控病毒培养，证明

那是一种有变异性的野毒株，如

果不是处理的及时，后果不堪设

想。

5月，我们再次走进那片小

世界里，在跟尔古洛洛的交谈

中，我们向他们发出更多的善

意。

“我认得你们的……”“没问

题，等下雨天或者停工时，我就

告诉你们……”从当初我们主

动，到现在他们也主动起来，我

们的内心很是欣慰。当初那份对

陌生人的戒备之意，从他们的脸

上再也看不到一丝。我们走进他

们的小世界，再也不仅仅是守护

他们这小孩，更是把他们所有人

都当成了我们的健康守护对象，

我们不仅仅在守护他们的健康，

还要给予他们更多方面的关爱。

因为———

他们也有对健康生活的渴

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祖国

发展成果的分享权利。

虽然他们来到此地为挣钱，

为生活，虽然许多人只是短暂停

留，但他们做着最脏最累的工

作，一样也是为我们地方经济作

贡献，我们不忘记他们，不嫌弃

他们，不抛弃他们，也将不分彼

此地寻护他们！

走进“小世界”融合彝汉情
阴 三垛中心卫生院 张兆林

这一本励志书，

好厚，好长。

写初心，

写乡愁，

三十载，

笔耕不辍，

篇篇走心，

已珍藏。

回首———

不堪回首，

十年九荒，

刻骨铭心，

难忘。

回望———

雨，泪，

两行，

记载里的无奈，

已泛黄。

回想———

远去的时代，

出路，何方？

解放思想，

闯！

奋斗———

自信，自立，自强，

筑梦的步伐，

坚实，坚定，

铿锵。

奋斗———

已然“而立之年”，

环境更宜居，

产业更兴旺，

乡风更文明，

治理更有样，

生活更富裕，

人民有信仰。

奋斗———

和乐，和美，和谐，

幸福的阳光，

化了，化了，

冰霜。

耐读，

这本励志书，

慷慨激昂，

真的很厚，很长

未完，还未完，

待续新篇章……

励志书
———写于江苏省唯一的少数民族乡菱塘回族乡建立 30周年之际

阴 朱根榴

征文题目 报送单位 征文作者
唱民族团结赞歌  谱和谐发展篇章 菱塘回族乡民族初级中学 梁康丽

走进“小世界” 融合彝汉情  三垛中心卫生院 张兆林

励志书 菱塘回族乡党委 朱根榴

高邮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征文获奖名单
一等奖：（3名） 二等奖：（5名）

绎绎绎绎绎绎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征 文 二等奖
我的家乡是江苏省唯

一的少数民族乡镇———菱

塘回族乡，因为有少数民族

居住的缘故吧，家乡的初夏

有着特别的味道 。

从蓬勃盛大的春天一

下子滑进浅浅夏日，绿荫无意中深了几分。大早

在小区里散步，一棵杏树引人呢，十岁孩子胳膊

粗细，矗立在院墙外，尺把宽的泥土，就安营扎寨

了。枝繁叶茂，百来个杏子，拥在枝头，累累地挤

压着，主人不得不用竹竿从四面为它助力。我知

道这小区的院墙根都统一规划了, 不仅不宽，土

基也不厚，三尺不到，下面就是水泥，这棵杏树依

靠这点泥土的营养，结这么多果子，奇迹。回家告

诉婆婆，她考察后说那是老枝大麦杏，一定是人

家从拆迁的老屋整株移来，苗壮，土再少再瘦也

能结杏。

大麦杏，多好听的名字，我第一次知晓，顾名

思义，大麦快熟的时候，这种杏子就可以吃了。满

枝乒乓球大小青青黄黄的果实真诱人，看着就流

口水。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结在树上即将成

熟的杏子。不知什么原因，故乡人很少在家前屋

后长果树，苹果葡萄梨杏这些常见的水果我们是

在商店、水果摊上认识的，吃到已是十多岁。总有

一个愿望，家前屋后种满果树，四季都有，轮着尝

鲜。现在的小区基本上能满足这样的愿望，邻居

也爱栽一两棵果树，不少就是拆迁前老院的，杏

啊，梨啊，桃啊，枇杷啊，葡萄啊……都有。

百花随春逝，绿荫藏青小，一样欢喜，一样悦

目。

不少倏然跟夏临。早晨，步行上班，路边的合

欢树上周五还一派浓绿，这周一竟繁花满身，粉

红的扇状绒花枝头招摇，地上还落了不少，夏雨

急骤，合欢多情，一地诗句。

办公大楼前，数不尽的枇杷果，我看着它们

一点点变黄，双休日一过，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树是十几年的老树，去冬小枝秃净，果子全挂在

高高的树梢上，望得到吃不到。双休日放假，竹

竿、挂钩这些工具才可用上。魔术般消失的枇杷

果，此前不知被多少双爱慕的眼睛抚摸过。

这个季节最喜欢闻的是菖蒲。上班靠走，消

磨了时光，也消磨了心里疙瘩。是人，活着，就会

遇见问题，就需解决问题。

这些疙瘩，有时是具体的俗

事，有时是情绪的起伏，都

在走路中消化了。自从发

现鸡肠巷有人家长了菖蒲，

隔三岔五要绕道弯过去看。

栽菖蒲使用废旧的水槽，几十年前水磨石那种，

四四方方的，奇怪水生植物菖蒲在一槽土里竟也

活得自在，许是巷子潮湿，水槽又在大树下的缘

故。摘一枝蒲剑闻闻，香味浓郁。这独特的清香，

和艾草、鸭蛋混合在一起，那就是端午的气息。

跟端午一起来的，还有渐黄的麦浪。

端午前后，父亲喜欢带我们看麦浪，一起领

略丰收在望的喜悦。蹲在田间地头，任麦浪汹涌，

一阵阵淹没我们。父亲习惯性摘一个满穗，在掌

心搓揉，吹走浮壳，留下饱粒，那麦粒黄中带青，

还涨着水分，一头带须，那是麦芒的根。父亲嚼吧

麦粒，估算收割的日子。他也让我拈两粒，尝尝新

麦的味儿。而我想到的是回民用小麦面做出的

“油香”。小孩子心里装的都是吃。

“油香”是回族人家最普通，也最具象征意义

的一种食物。逢年过节，都会有油香的身影。“上

炕的裁缝，下炕的厨子”，就是过去对回族主妇的

规定，油香炸的好不好，就可以衡量出这家主妇

的厨艺。回民油香分为起面油香、蒸油香和烫面

油香。起面油香又叫发面油香，和面要用酵母兑

温水，等面饧好之后，加入将苏打粉、香豆子、植

物油和鸡蛋掺入其中，再加一些面粉。蒸油香也

是发面，所不同的是先将面擀开、擀薄，形同一张

大饼，随后抹上植物油，撒上香豆子，卷起来均匀

切开，最后拧成麻花状，由上向下擀成圆饼，像蒸

馍馍一样，将圆饼摞起来放入蒸锅。烫面油香，就

是用开水烫过的面，先捂后和，等面完全凉下来，

开始揉面。揉好的面团，再擀得薄饼越薄越好，下

油锅炸即可。

说着，说着，口水不由的下来了……

“南风原头吹百草，草木丛深茅舍小。麦穗初

齐稚子娇，桑叶正肥蚕食饱。”小满，晴日，百花已

经不是主角，草木葳蕤，掩映中的房屋好似真的

变得矮小，小到只笼着家常，看小孩雀跃，看蚕儿

饱食。

这回乡初夏心定神安的日子哪里找！

回乡初夏情
阴 菱塘回族乡民族初中 盛维标

菱塘回族乡是历史悠久的回回湾!清真村是乡

里最古老的回民村落。

从唐代第一批避难胡商踏上菱塘这片湖山深藏

之地，经过千百年来的繁衍，如今已成一个熙熙攘攘

的民族村寨，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安居乐业，在坚守信仰、恪守习俗中前行，在包容

共荣、和谐和睦中发展，用智慧和美德做经线，用勤

劳和奋斗做纬线，共同织就民族之乡珠联璧合的美

好蓝图。

现如今菱塘回族乡的集镇建设日新月异，在集

镇建设了现代化的回民小区，但环绕清真寺的清真

村仍然是菱塘回民主要的聚居区。这里的古清真寺

成为菱塘回族乡传统建筑和回族文化的缩影，也成

为菱塘回族乡回族文化旅游的核心所在，成为集工、

农、林、旅为一体的“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标

志。

朋友，请跟随我一起去清真村看看吧。

从菱塘集镇出发，沿着一条七、八公里长的江苏

最美乡村公路———民族大道北行，走不到四里路，你

老远地就会看到耸立在大道中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

的牌楼，“清真村”三个烫金大字会炫亮你的眼球。挺

拔的银杏、轩敞的凉亭，堆砌的湖石、独特的景灯，绿

化、香化、美化、亮化了这一路程。据村主任介绍，这

里经过精心的规划、有效的开发和分步的实施，目前

已经成功地开辟成农耕园、桂花园、红梅园、银杏园、

樱花园、海棠园、紫薇园、红枫园、香椿园，并开辟采

摘区、健身区、采菱区，垂钓、茶吧、生态木屋、音乐广

场、特色餐饮等，成为具有设施齐全、民族特色、现代

服务的休闲农庄。

再往前走，菱塘古清真寺便突现在你的眼前。

它的前面是一个广场，入口处有一座东向的足有两

层楼高的雄伟牌楼，会一下子占据你的灵魂。走近清

真寺，你会觉得青砖乌瓦的建筑，无论何时何地，无

论站在哪个角度看，它绝对是一幅水墨画。寺内一棵

三百多年的银杏、一棵一百多年的金桂、一幢清真寺

陈列馆以及两块当年布施清真寺田房碑记、修建碑

记等，更增添了古寺的厚重和承载。清真寺周围回民

住宅区亦极具民族特色。它们和清真寺及路东的清

真村部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真正一枝独秀出菱塘汉

文化圈中的回民家园。

由清真寺向北，不到三五里，便到达岗坂头。这

里地处高邮湖边，曾是历史上有名的下阿溪，曾经是

唐朝的古战场。公元 684年，武则天闻讯徐敬业在扬

州谋反，在岗坂头屯兵，便出师征讨，结果徐军大败。

有诗为证：“效逸全师出泗州，下阿溪畔战云收。至今

愁读宾王檄，呜咽寒塘水不流。”（清·董对廷《秦邮杂

事》）

其后，岗坂头这地方还经历过许多战事：

咸丰６年，回族抗倭名将左宝贵曾率部从扬州

北上，从公道桥辗转到菱塘桥流动作战，追击残匪至

此。

咸丰八年（1858 年）至同治 6 年（1867 年），太

平军王陈玉成、李秀成等率部同清军在高邮、菱塘、

天长等地作战，激战转战至此。

北伐期间，北洋军阀孙传芳部被国民革命军打

得丢盔弃甲，一支由北方人组成的溃军误把“菱塘”

当“雷唐”，陷入三面环湖的菱塘，溃败奔逃至此。

抗战期间，民间抗日武装力量陈文部队，在天长

与日寇激烈交战，因寡不敌众，转战撤退至此。

……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湮灭。水涝的灾害也早已

不存。菱塘将十多公里的环湖大堤打造成美丽的风

光带。这里将逐步建成菱塘回族乡的湿地公园、湖滨

生态度假村，湖上观景，水上游乐，水边垂钓，沙滩洗

浴，野采鱼宴等，会让你乐不思返。

当然，如果来清真村游玩，千万别忘了饱饱口

服，一定要亲口尝一尝这里的盐水老鹅、五香牛肉、

盐水湖虾，卤水仔鸽、双黄鸭蛋、清蒸牛肉丸、银鱼炖

鸡蛋、白菜烩羊肉等。

如果碰巧你还赶上这里的回族人家的婚丧嫁

娶，其人其事，其情其景，一定会让你真切体会回族

特色的生活方式，强烈感受到回族文化特有的魔力

和魅力。

啊，回回湾!最炫民族风!更富民族情!

最炫民族风的回回湾!
阴菱塘民族初中 杨志娟 杨国华

三月的水乡，

到处是阵阵花香，

和煦的春风，

吹醒了沉睡的水杨。

十七个少数民族姐妹，

面带笑容，身着新装，

来到了“三垛镇少数民族

之家”，

———政府为她们打造的专

场。

多少年啊！

又走进了久违的课堂，

听着老师熟悉的腔调，

讲的却是妇女健康。

我们不远万里，

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乡，

凭借一颗忠于爱情的心，

成了三垛人的新娘。

与丈夫一起打拼，

生活步入了小康。

但缺少的———

是谁能安慰我孤寂的心

房。

少数民族之家，

给了我爱的力量，

有政府撑腰，

就没有人会讥笑和诽谤。

新建的微信群，

一张张陌生的头像。

外来的妹子唷，

有了倾诉的对象。

无尽的话语，

像掉进了快乐的海洋。

家中遇到难事，

政府主动相帮。

民族团结，

是全中国人的愿望。

无论走到何处，

都会是温暖的家乡。

三月的水乡
阴 三垛镇 赵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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