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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每年的调研实践，形成什么样的成果？”总

书记亲切询问大家。
“万方乐奏有于阗。”师生们纷纷回答。牧场

的毡房、乡村的晾房、城镇拔地而起的楼房，思想
观念、文化理念、生产生活方式，共同向现代化迈
进。再偏远的山村，也在感知祖国变化的脉动。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是我国的一个显著特征。所以我特别用了

‘石榴籽’来形容。”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

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
问题的正确道路。迎着师生们的目光，习近平总
书记娓娓道来：

“通过调研我们要建立一种自信。我们的民
族理论和政策是好的、管用的，都是压不倒的。
各民族大团结的中国一定是无往而不胜的，一
定是有着光明未来的。我们一定要格外珍惜现
在这样的一种大好形势。”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育人的根本在于立
德。

习近平总书记仔细翻看一本本教材、一篇
篇史学著作，语重心长：

“必须强调，各民族命运始终同中华民族整
体命运紧密相连，中华文明是新疆各民族文化
的根本所在。讲清楚这些，不是个简单的认识问
题，而是事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
政治问题。”

“立德立什么？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增进师生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
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关心青年。同学们生
逢盛世，身在其中，好好努力，好好干，真正成为
国家有用之才！”

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

7 月 13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汉代的“司禾府印”，见证西域屯田戍边的开
拓；唐代的“过所文书”，印证西域同中原的往来；
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斑驳的文字镌刻了不容
置疑的事实。总书记一件件、一幅幅端详思索。

中华文明璀璨浩瀚，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
认同。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文化润疆”，“就是要从根本上切实
解决政治认同、人心向背的问题”。

“开展文化润疆首先要解决向东看还是向
西看的问题。”

向东看，五千多年文明瑰宝，铺展了大开大
合的宏大叙事。展厅内，习近平总书记深受触
动：“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由各民族
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我们要好好研究新疆
历史，真正认识到新疆历史是中华民族交往中
形成的历史，从而也更有力地证明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

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
教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

博物馆内，民族史诗《玛纳斯》说唱展示。乐
曲声起，雄浑激昂。代代相传的《玛纳斯》，是同

《格萨（斯）尔》《江格尔》齐名的我国少数民族三
大史诗，礼赞英雄的经典之作。

坐在正中的《玛纳斯》传承人，是57岁的牧
民江努尔。

“可以唱多久？”总书记观看了绵绵不绝的
史诗，笑着问他。

“一天一夜都唱不完。”
听到江努尔的答案，3岁起就学艺的徒弟在

一旁自愧不如：“我只能唱60分钟。”
“也不简单了！”总书记亲切望着这个14岁

少年，“年轻一代要很好培养，更好加强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把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
扬光大。”

“你们还遇到什么困难没有？”
“我想让全世界了解认识《玛纳斯》。”江努

尔目光里满是憧憬。
“是要传播到全世界。它们既属于少数民

族，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宝贵财富。中华
文化要和世界文化更好地开展交流互鉴。党中
央重视和支持这项工作。”

交河故城，唐代初期管辖西域的最高机构
安西都护府所在地，是“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多民族聚居地区”的有力
见证。

14日下午，40摄氏度高温下，习近平总书记
沿着中央大道，进门阙，入城池。城垛、街巷、庙

宇、市井、官署、作坊、民居，残垣断壁，耸立于蓝
天黄土之间，历史的沧桑扑面而来。

“城中的水从何而来？”
“先挖井再挖房，水井就在房子里。”讲解员

从水讲起，向总书记讲述了这座世界上保存最完
整的生土结构古代建筑城市的遗址保护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故城脚下偶遇一群游客。
一名游客感慨此情此景：“火热的天气，火

热的心，走再远的路也不累。”
总书记笑着说：“中华文明是几千年来唯一

没有中断的文明，我们要把它梳理清楚，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做好这项工作
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增强民族自豪感、文
化自信心。做一个中国人那是了不起的事情，我
们不仅有辉煌历史，未来也会更加光明。”

56个民族拧成一股绳

一个社区，一个村庄。考察期间，习近平总
书记走进新疆城乡的两个基层单元，一叶知秋。

“在新疆不能简单就发展谈发展，而是要深
刻认识发展和稳定、发展和民生、发展和人心的
紧密联系。”

13 日上午，乌鲁木齐天山区固原巷社区。
习近平总书记此行看的一个重点，是民生的关
切话题“一老一小”：“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沉到基层，一定要接地气，紧贴各族居民所思所
想所盼。”

党群服务中心，一群银发耄耋老人载歌载
舞，朝气蓬勃。他们自豪地向总书记道出了各自
的年龄：“74”，“73”，“80”。

总书记祝福他们：“幸福生活日久天长！”
隔壁房间，一群垂髫少儿正背诵古诗词。看

到习爷爷，孩子们声情并茂地将看家本领都拿
了出来。《悯农》《三字经》《二十四节气歌》，最后
还要唱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

总书记微笑倾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抓早抓小、久久为功、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有利
于夯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

维吾尔族居民阿布来提·吐尔逊一家老少，
热情将总书记迎进家门。客厅里唠家常，问医
疗、谈教育，说收入、话变迁。头疼脑热就在家门
口的社区医院，老人社保也解决了大问题，孩子
上学个个有奔头。

“这一个楼里头各民族的都有吧？”
“都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塔

塔尔族……都是熟人，一起唠唠嗑、走走路、唱
唱歌，还跳广场舞，都好得很。”

街坊邻居有9个民族。总书记笑着说，能感
受到社区里各民族其乐融融。

小区街巷，社区居民们簇拥着总书记，依依
不舍。

“我们都是脚踏实地，实现一个又一个目
标，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积小胜为大胜。我们
有定力、有韧性。56个民族拧成一股绳，同心协
力，踔厉奋发，这样努力下去一定会更好。”

14日下午，在吐鲁番调研期间，总书记到了
高昌区亚尔镇新城片区新城西门村，看了农产
品加工企业。

乡村振兴如火如荼，产业振兴是其中的关
键一环。对于祖祖辈辈靠种植葡萄为生的村民
们来说，企业入驻村子，不仅解决了家门口就
业，也破解了销路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厂房。筛选区，村民们灵
巧地将葡萄干筛出优劣。葡萄干装箱待发，即将
运往大江南北。同总书记交谈时，谈到未来的日
子，她们眼里充满希望。

“要面向未来谋发展，通过发展更好增进团
结、凝聚人心。”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嘱托。

村广场上，一场篮球赛正激烈进行。总书记
一来，村民们欢呼着涌过来。

“乡村振兴是我们继脱贫之后又一个农村奋
斗目标，看到你们这个村的变化，我为你们取得
的成绩感到高兴。中国的农村这十年经历了一个
很不平凡的历程。我们接续奋斗，把中国绝对贫
困问题解决了，这在全世界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情。这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好，证明了我们各民族人民群众是好样的！”

习近平总书记娓娓道来：“56个民族，一个也
不能少。过去脱贫攻坚奔小康是这样，我们奔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也是这样。在农村，在城市，
在田间，在工厂，在每一个岗位上，靠大家一起努
力，我们一定会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枝杈上更加枝繁叶茂

12 日下午，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习近平
总书记站在一张巨大的地图前，久久凝视。

地处亚欧大陆腹地，连接两个大市场，铁路
纵横、公路交错、航线密布。

曾几何时，新疆是“路到头、人到头、水到
头、电到头、田到头”的边境之地，是“骆驼电报，
驴马邮政”的荒芜之所。

“钢铁驼队”中欧班列，沿着昔日张骞凿空之
路，过荒漠、闯戈壁，将西北边陲变成开放前沿。

这里的人们，对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
尔巴耶夫大学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的那场重要演讲，如数家珍。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新疆考察，正是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半年之后。回首当时总
书记的擘画，字里行间高瞻远瞩：“如果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起来，新疆将可能成为繁华的中
心。不要说别的，乌鲁木齐现在是方圆1500公里
最大的城市，到那时，将是一个怎样的景象？”

近一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着力打造新疆丝绸之路
经济带核心区。

8年过去了，沧桑之变。今天，经新疆霍尔果
斯、阿拉山口口岸过境的中欧班列，占全国开行
总量的一半以上。

大屏幕上，霍尔果斯口岸、阿拉山口口岸的作
业区实时画面同步传来。宽准轨有序转换，或立足
新疆走进来，或借助新疆走出去，诠释着新疆在国
际贸易中的优势和机遇。听陆港区负责同志介绍
到产自新疆的番茄酱贸易，总书记饶有兴致。

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复苏，大厅里有
不少前来办事的企业办事人员。

“业务忙吗？”
“线上的活多了，线下的少了。”
一名重庆人，因为有货物要从海南运到中

东，专门赶到这里洽谈路线。
习近平总书记听了前面的介绍颇有感触：

“确实得有个算法，看看怎么走最合算。”
此次考察，站在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起点

上，总书记思虑长远：“从‘大写意’到‘工笔画’，
硕果累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过去
是内陆的一个省份，现在有了‘一带一路’就不
同了。这里不再是边远地带，而是成为一个核心
地带，成为一个枢纽地带。你们在做具有历史意
义的事情。”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文明在开放中发展，
民族在融合中共存。

三道岭，一碗泉，七角井，盐池，鄯善，胜金
口，吐鲁番，白杨沟，达坂城，柴窝堡……古代丝
绸之路的必经之地。14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吐
鲁番葡萄沟。葡萄品种纷繁，琳琅满目。“多么富
饶的一个地方，瓜果飘香。这是大自然的馈赠。”
总书记风趣地说，“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但有
掉葡萄的事。”

像沙漠胡杨把根深深地扎下去

这里被誉为“共和国军垦第一城”。当年就
是在荒滩戈壁上，兵团人喝盐碱水、睡地窝子，
人拉肩扛、爬冰卧雪。

1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八师石河子市。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再现那段筚路蓝缕
的岁月。

满是补丁的军大衣、锈迹斑驳的坎土曼，总
书记在一个名为《一双眼》的雕塑前驻足。劳动
强度大、营养又跟不上，不少人得了夜盲症。每
个班就把蔬菜省下来给一个人，能保证下工后
搀扶着找到回家的路。

博物馆一层大厅，兵团老中青三代建设者
代表，一个个精神抖擞地向总书记汇报：

“我叫曹运铭，一扎根就是60年，无怨无悔。”
“我叫孙本霞，是50年代响应伟大领袖毛主

席的号召来到这里的，我不后悔，一辈子就跟党
走，党叫我干啥就干啥。”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从哪边过来的？”总
书记亲切地询问。

这片光荣的土地凝结了多少情感、多少心
血汗水。从“挖井探水，无水不建城”的勘探建
城，到八一钢铁厂、六道湾煤矿、苇湖梁发电厂、
七一棉纺厂、十月汽车修配厂、八一面粉厂、跃
进钢铁厂……每一天都在创造奇迹。

总书记饱含深情地对大家说：“你们是从艰
苦奋斗中走过来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兵
团人铸就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
拓进取的兵团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用好这些宝贵财富。”

到石河子，要看田。
农一连棉花种植基地，习近平总书记顶着

烈日走进田间。棉花正处花铃期，从犁地、播种，

到灌溉、灭虫，到棉花打顶、收获，全部是机械
化、自动化操作。

不远处是九连蟠桃种植园，总书记走进桃
园深处。

“你家承包了多少亩地？”
“包了15亩地种桃，一年收入二十来万。在

镇上买了房，也买了车。”老两口笑容憨厚。
“地都承包到职工了吧，确权到位了吧？”总书

记牵挂的是正在推进的兵团改革。兵团负责同志
介绍说，农牧一线职工收入较改革前增长32.2%。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兵团改革以后，
承包确权发证，给兵团人吃定心丸，让大家能够
有长远打算，能够舍下本来谋发展。”

前往一四三团花园镇的路上，总书记透过
车窗望向窗外。

湛蓝苍穹之下，楼房掩映在绿意盎然之间，
一个田园般的美丽家园。

花园镇广场，气氛热情如火。习近平总书记
动情地对大家说：“从铸剑为犁开始，确实不容
易啊，在一片荒凉的地方建起这么一座美丽的
令人向往的城市。底子打得好，变化也越来越
大，靠的是党中央的关心，靠的是几代兵团人的
接续奋斗。”

“兵团的建设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
最初建兵团是为什么？保家卫国，屯垦建设。要
深化兵地融合，建设一个美好幸福家园，过上幸
福美好的日子。”

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

新城西门村，房前屋后的墙壁也是画板，描
绘了村民的所思所盼。考察时，一幅湘西十八洞
村的壁画映入眼帘。

两个村是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结对共建村。
3000多公里的距离，挡不住他们像亲戚般常来
常往。

湖南省对口帮扶的，正是村所在的吐鲁番市。
村里的医务室也是援建的，当地负责同志告诉总
书记，援疆项目里，医疗和教育最受乡亲们欢迎。

15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会见接见了7
批次新疆有关方面代表并合影，其中一场是援
疆干部代表。

当总书记走进接见厅，掌声如雷。从队列一
端，他一边挥手问候，一边缓步走向另一端。

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
干在一起。望着为这片热土奉献心血的援疆干
部，习近平总书记动情回忆在地方工作时，“福建
对口昌吉，浙江对口和田”：“这个事业很有意义，
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举全国之
力，解决一些重大任务。参加过援疆任务的同志，
受到了精神的、实践的洗礼和锻炼，为今后的发
展打下坚实基础。期望你们在这里扎扎实实作出
应有的贡献，也是一生值得自豪的贡献。”

在随后召开的汇报会上，总书记再一次谈
到援疆工作。考量的视角，彰显新疆之于国家的
分量：“做好新疆工作事关大局，是全党全国的
大事。全党都要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认识新疆
工作的重要性，加大对口援疆工作力度。”

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新疆的发展也深
度融入国家发展全局之中。“一带一路”的新机
遇，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向，双循环的新优势……
桩桩件件，新疆乘势而上。

自治区相关负责同志在汇报会上，深有感触
地谈道：“新疆工作的实践证明，新时代党的治疆
方略非常英明、完全正确，是指引新疆工作在错
综复杂中守正创新、在矛盾风险中胜利前进的强
大思想武器，是做好新疆工作的纲和魂。”

新时代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
央对新疆提出新的期望和要求：“完整准确贯彻
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
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
疆……”

善弈者谋势。新疆保持长期稳定，最重要的
在人心。

“要坚持团结一致向前看，最大限度发挥广
大干部群众在保稳定、谋发展、促改革中的积极
作用，注意倾听社会各界意见。只要是有利于改
进工作、有利于长治久安的建议都要充分吸收，
只要是反映民生困难、关系群众利益的声音都
要及时回应。”

4天考察，走到哪儿，哪儿是沸腾的海洋。掌
声、笑声、欢呼声激荡久远，很多群众激动得热
泪盈眶。一位维吾尔族老人泪眼婆娑地挤到队
伍前，紧紧握住总书记的手。

在学校、在社区、在村庄、在兵团，身着民族
服装的各族干部群众簇拥着总书记，送了一程
又一程。（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16日电）

“我一直关心新疆的建设发展”
——记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