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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来袭，新宁县的新疆阿里木
烤羊肉烧烤店热闹非凡，顾客络绎不
绝。门口烧烤炉内火红的木炭炙烤着
一串串鲜嫩多汁的羊肉，老板穆拉西
木一家与各族顾客在店内同歌共舞，
民族团结亲如一家的情感在这里不断
升温。这是新宁县各族群众“互嵌式发
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多方相助，让他们留下来

时间回到 2012 年冬天，在新宁县
解放路，一个新疆小伙正在小推车前
卖羊肉串。他竖起一根手指，连比带划
地向顾客解释着价钱，脸上带着焦急
与疲惫。那一年，维吾尔族小伙穆拉西
木带着妻子不远千里来到新宁县城做
起烧烤生意。

“刚来新宁时，我和老婆就用流动
小推车卖羊肉串，生意不好，还面临着
语言、居住、环保等种种问题，老婆劝
我还是回家算了。最后多亏了县民宗
局的同志，他们主动帮我在新广场找
到了门面，我们一起取了‘新疆阿里木
烤羊肉烧烤店’这个名字，这里人多、
生意好，我们才敢留下来！”穆拉西木
看着烧烤店里人流如织，回想起初来
时的艰辛，心中充满了感激。

当时的穆拉西木环境不熟、语言不
通，租住在一个狭小的阁楼里。了解到他
们的情况后，社区同志主动帮他们联系
租房。随后几年，穆拉西木的子女先后出
生。为了帮助他们就近入学，县民宗局与
县教育局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联系了
他们住房附近的小学，并与当地学生混
合编班。在多方相助下，穆拉西木感受到

了如家一般的温暖，安心留在了新宁。

贴心服务，让他们融进来

龙年春节，新宁崀山来了一群远方
的游客，他们是穆拉西木的同乡。“我们
参观了穆拉西木在新宁的家。他还带我
们游览了崀山，这里山美人更美，我喜欢
这里！”艾合麦提在崀山北大门竖起大拇
指连连称赞。如今的穆拉西木一家，已经
从新宁的“过客”变成了“归人”。

“邓姨，今天做了黄焖鸡吧，我老远
就闻到香味了！”午饭时间，穆拉西木与
隔壁邻居笑着聊天。初来新宁时，穆拉
西木一家和大多数外地来新宁的少数
民族群众一样，面临着融入当地生活最
大的障碍——语言沟通。那时的他们，
与当地群众交流，还只能说几个简单的
词语。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县民宗局、县
教育局、金石镇等多部门联合行动，常
态化开展外地来新宁少数民族普通话
培训班、推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短
视频、发放便民服务卡等，多方发力帮
助他们更好地融入本地生活。现在，穆
拉西木一家以及其他在新宁的少数民
族群众已经能熟练与周边市民拉家常。

“每到传统节日，社区就会组织我
们在新宁生活的各族群众参加活动。
今天，我学习了包粽子，还学会了一首
端午节的诗歌！”2023 年的端午节，新
疆小伙艾科拜尔拿着自己包的粽子高
兴地展示给大家看，小小的粽子里裹
满了各族群众浓浓的情谊和祝福。

就业增收，让他们富起来

“谢谢你一直这么关心我们，你就

是我们的家人！”环卫工邓老先生接过
大米，紧紧握住穆拉西木的双手。2024
年2月2日，穆拉西木在御景花园的新
店正式营业。开业当天，穆拉西木向县
内部分环卫工人发放了40桶食用油和
40袋大米。这是穆拉西木在新宁开的
第三家店铺，也是他连续六年开展“民
族团结心相连”公益活动。

在新宁发展的十多年间，穆拉西木
的生活越来越红火，羊肉串、羊肉火锅、
大盘鸡已经成了新宁各族群众的口碑
美食，店铺营业额翻了几番，流动小推车
也发展成三家连锁商铺。随着经营规模
的扩大，穆拉西木为周边群众提供了20
多个就业岗位，同时带动了30余名新疆
老乡来新宁发展。2022年，穆拉西木被
评为“新宁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商户”。

穆拉西木经常说：“新宁就是我的
第二家乡，我在这里的日子越过越好
了，也要尽自己的努力为新宁做自己
力所能及的事！”疫情期间，穆拉西木
的烧烤店为抗击疫情的工作人员提供
烧烤和馕饼；酷暑时节，烧烤店免费为
各族群众提供饮用水；传统佳节，穆拉
西木坚持开展公益活动回馈社会。

小小烧烤店，浓浓石榴情。如今的
新疆阿里木烤羊肉烧烤店，已经成了
各族群众品尝民族风味美食、共赏民
族特色歌舞、深入交往交流交融的活
跃阵地。随着新宁县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的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地各民
族客商来到新宁发展，各族群众在这
里相互包容接纳，共同团结奋斗，在

“互嵌式”融合中更深层次地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宁 小小烧烤店 浓浓石榴情
邵阳日报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梁 雨 李 健 鄢跃斌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鑫） 2月
21日，为期40天的春运接近尾声，雪峰
山下的洞口高铁站内仍客流如织。一
群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正在站内为旅
客提供服务，他们热情洋溢的笑脸，让
这个冬天显得格外温暖。

今年刚满18岁的张紫乐是湘中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大三学生，同
时也是本次志愿服务的副组长。1月12
日，共青团洞口县委发起了以“青春志
愿行 温暖回家路”为主题的春运志
愿服务活动，接到消息后，张紫乐第一
时间报名参加。

“我以前在学校参加过高铁站的志
愿服务，但时间比较零散，都是一两天
的活动。这次在老家做志愿服务，一做
就是一个月。”每天长达10小时的志愿
服务，让张紫乐一时难以适应。“第一天
回家时腿都是软的，春节前几天，站内
的旅客数量骤增，当5、6名乘客一齐站
在你面前，你一句我一句，相信我，你脑

袋也会‘肿’起来。”但每一次顺利帮旅
客解决完问题后，他们的笑容就是张紫
乐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看到一位阿姨拎着一堆行李站在
洗手间门口，焦急地四处张望。已经工
作十来天的张紫乐没有过多询问，就已
经知道她的“难处”了。“阿姨，您赶紧进
去吧，行李有我帮您看着。”看到张紫乐
身上的红马甲，李女士如释重负，放心
地把行李交给张紫乐说：“太谢谢你
了。”不一会儿，李女士从洗手间出来，
在背包中翻出一袋苹果硬塞到张紫乐
手中。“多亏有你们志愿者，不然一个人
在这里还真不知道怎么办。这是我自己
家里种的苹果，背上车也怪重的，你就
再帮我解决一个‘难题’吧！”张紫乐手
上捧着苹果，心里满是温暖。

张紫乐介绍说，他们每天的工作内
容都会进行轮换，有时为旅客提供路线
引导、指路问询、协助提行李等志愿服
务，有时也会协助高铁站的工作人员进

行安检。“像这种超过120毫升的喷雾
罐、2万毫安以上的充电宝之类的物品，
都是大家平时容易误带的违禁物品。”
作为副组长的张紫乐少不了向站内的
工作人员请教相关事宜，他们对这个热
情似火的小姑娘印象深刻。“小张，过几
天就要开学啦，我还真舍不得你呢。”有
着近40年春运经验的黄叔和张紫乐聊
起了车站的变化，黄叔年少时火车票一
票难求、火车站秩序混乱，如今高铁车
流如织、井井有条，一老一小都在感慨
时代变化之快、国家发展之快。

6500平方米的洞口高铁站站房，大
小角落张紫乐不知道已经走了多少遍。
她在志愿日记中写下“为你千千万万遍”，
提醒自己无论是在志愿服务、朋友交往，
还是以后走上教师岗位，都要牢牢记住
这句话，将温暖分享给身边每一个人。

18时，张紫乐结束了最后一天的志
愿服务工作，她脱下红马甲，哈出一口热
气说：“黄叔，我暑假再来跟你拉家常。”

洞口 青春“志愿红” 温暖春运路

邵阳日报讯（记者 郭慧鹏）
“今年春节期间的订单量很可
观，我们去年丰收的柑橘都卖得
差不多了。”2月23日，在洞口县
原国营园艺场，“袁氏雪峰蜜桔”
的老板娘袁金花向记者介绍。

沿着从县城中心通往园艺
场的公路往前走，一路上能看见
不少像袁金花一样的果农。他们
在自家门口摆摊售果，摊位旁只
有一张简单的广告横幅，上面写
着果农们的联系方式，来往顾客
找到自己青睐的商家后会停下
带上数十斤，也有返家同乡过来
买上几箱。

这种家门口的生意，对果
农而言极为自由。依托园艺场
从前的土地资源，他们的种植
基地也在家附近，一接到订购
电话，走几步路就可以现摘现
卖。“我们家果园种了四五百株
橘树，年均产果十几万斤。”袁
金花乐呵呵地说。作为当地的

水果大户，她已经种了三十多
年柑橘，走精品水果路线，积累
了大量老顾客，顾客之间口耳
相传，销路根本不用愁。

“酒香不怕巷子深，春节期
间之所以很多人特意开车过来
买，是因为我们所种的柑橘口
味甜如蜜，充满家乡的味道。”
园艺场原第七生产大队队长肖
劲国说，雪峰山脉的天然屏障
形成独特的小气候和优良的生
态环境，造就了洞口雪峰蜜橘
优良的品质。

随着电商的迅猛发展和物
流行业的壮大，袁金花的柑橘
生意愈发火热。据她介绍，每年
有近三分之一的柑橘走出洞
口，销往武冈、怀化等周边县
市，甚至远销北京、上海、广东
等地。很多在外无法返乡过年
的游子添置年货时，都会想起
家乡的蜜橘，不惜高昂的快递
费用也要一饱口福。

洞口县

春 节 蜜 橘 销 售 旺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通讯员 刘绮梦） 2 月 20 日，
走进北塔区茶元头街道马家
村，新铺设的彩虹沥青路面延
伸到各个院落，村民院落房前
屋后干净整洁，一个个菜园子
划分规范有序，一处处健身广
场坐落其中，美丽乡村的新气
象扑面而来。去年以来，马家
村将人居环境整治作为美丽乡
村建设的重要抓手，硬化村道
1.5公里，安装竹篱笆8公里，修
建篮球场和小游园各1座，全面
提升村容村貌。

北塔区紧紧围绕“三清一
治一改”“厕所革命”、打造“美
丽院落”等工作重点，常态化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绘好农
村人居环境“底色”，擦亮乡村

振兴“成色”。去年以来，该区持
续加强农村道路、供水、能源、
住房安全等基础设施建设，超
额完成农村道路提质改造6.736
公里，农村公路安防设施建设
4.91公里。实现农村饮水安全全
覆盖，行政村、自然村光纤网络
通达率和4G网络覆盖率100%。
积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百日行动”，拆除空心房186
户、41098平方米，改造厕所255
座。完成兴旺村、李子塘村、贺井
村、枫林村4个村的生活污水治
理。在田江、谷洲、贺井、李子塘
等8个村打造“美丽院落”。结合

“文明家庭”评选等乡风文明活
动，广泛动员群众参与人居环
境整治，共同营造整洁、文明、
舒适的生活环境。

北塔区

打 造 美 丽 院 落
建 好 美 丽 乡 村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黄开龙） 日前，从湖南省文联
传来喜讯，绥宁县文联获评2023
年度全省文联系统先进单位。

2023 年，绥宁县文联坚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绥宁高
质量发展注入文艺文化内涵。县
文联组织文艺家参与2023年绥
宁苗族四月八姑娘节系列活动，
举行“魅力姑娘节”摄影采风活
动、“心系黄桑”诗联书法作品
展、绥宁县苗族四月八姑娘节原
创音乐作品研讨会；开展“宣传
党的二十大 助力乡村振兴”

“追忆红色印记 领略民俗古
风”“美丽乡村行”等主题文艺活
动；深入挖掘绥宁民俗文化，编
写文化书籍《神秘坝哪》。

该县文联把创作生产优秀

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
组织开展第二届“绥宁县文学艺
术奖”评选表彰活动，表彰获奖
作者34人，编印优秀作品集《有
一个美丽的地方》。全县在市级
以上文学刊物媒体发表文学作
品500多篇（首）。

该县文联自觉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组织各协会
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共庆元
宵喜乐会”“超级达村秀”“送戏
曲进乡村”“苗家剪纸传承教学”
等文艺惠民活动，受惠群众 4.2
万人次。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强
化服务意识，确定首批全县文艺
创作基地 5 个，举办“绿洲文艺
大讲堂”3期；创建“绥宁县作家
书屋”，收集全县作家重点作品
40多部。

绥宁县文联获评全省先进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付娟） 为积极应对本轮低温雨
雪天气，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近日，双清区高崇山镇党委、
政府多措并举，认真做好低温雨
雪天气下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高崇山镇党委、政府及时发
布天气预警，组织派出所、安监
站、各村交通专干等相关人员上
路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

组织国道沿线短陂桥村、浏阳村
村干部和高崇镇“两站两员”积
极开展交通劝导，随时疏导国道
交通压力；在高速沿线、农村路
段开展冰冻天气道路安全宣传，
排查高崇山社区、金银村、马杨
村高速沿线护栏，防止村民破坏
高速隔离栅和严禁行人走上高
速。同时，该镇还对辖区桥梁放
置警示标牌、开展撒盐工作。

双清区高崇山镇

积极应对低温雨雪天气

2 月 22 日，新宁县耀承鞋

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片热

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人们正

在生产加工一些知名鞋类品牌

的半成品物件，公司总经理李

东平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厂正

月初八就已复工复产了，目前

订单已排至年底，相比去年的

订单数额增长了 30%，今年将

增加 400 余个岗位。”据了解，

该公司是新宁县最大的一家鞋

业加工企业，产品远销广东、浙

江等地，年营业额达 3500 万

元，预计到今年底将达到4000

万元以上的营业额。

鄢跃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