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柱村党支部委员 李学炯：
岩洽自然村风景秀丽，我们正计划打造亲子旅

游、露营基地等。同时，我们还要对村内的甘蔗、葡萄

等农产品的种植工艺进行提升，并成立科普讲堂，教

授游客学习甘蔗种植相关知识及制糖工艺，通过打出

提档升级组合拳，进一步推动村民增收。

石柱村村民 李月琴：
希望全村上下都能积极行动起来，用心观察周边的

闲置地，把这些资源充分盘活变成致富宝地，从而能以

点带面打造更多的旅游景点，吸引周边县市的游客前来

“打卡”，让他们看看我们这个村庄不仅风光旖旎，还趣

味无限。而这也就是石柱村目前正在念的致富经。

在堰头小学的民族文化馆内，该

校往届民族文化节活动的相关内容

都被一一“记录”在这里。马兰珍

告诉记者：“学校每年举办的民族文

化节主题都不同，而第六届‘苗乡苗

韵、醉美苗乡’民族文化节格外令人

感动。在那次活动上，堰头小学学

子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绝伦的苗鼓

表演。”

据了解，2016 年，该校教师吕珍

珍计划暑期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旅游。她了解到学生胡萍

的老家在湘西，便与学生及其家长一

同前往。坐了 30 多个小时的火车

后，吕珍珍一行人终于抵达目的地。

在湘西，胡萍的父母热心地邀请吕珍

珍一起进行山歌对唱，品尝当地的美

食，感受湘西的人文风情。

短短一周的旅行，在吕珍珍心中

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吕珍珍说：“苗

族人十分热情好客，来到这里，我才

真切感受到各民族间的差异。独具

风格的建筑、令人流连忘返的美食，

以及特色的苗族服饰都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形象。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

当地的苗鼓表演，太令人震撼了。”

回到学校后，吕珍珍与学生分享

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耐心地教他们

练习苗鼓，让学生们零距离感受苗族

鼓舞的文化魅力。而在之后的校民

族文化节上，堰头小学学子不负众

望，完美演绎了苗鼓表演，收获现场

观众的阵阵掌声。

“老师用心，家长放心，学生也乐

在其中。吕珍珍一次旅行，也可以说

是一次千里家访，不仅加深了学校对

民族学生及其家庭的了解，也深化了

家长对学校和老师的认同感，进一步

增强了家校联动，更好地促进学生成

长成才。”马兰珍欣慰地说。

共富大赛道

｛

｛
未来，石柱村将继续推进各民族同

胞实现精神富裕和生活富裕的目标，深

挖新时代民族文化内涵，打造好占地

约 2000 亩的石柱田园综合体项目，充

分利用好区位、生态环境、文化资源等

优势，把握现代农业的政策东风，为当

地提供新的旅游增长点。同时，加大项

目谋划，让各民族的农业产业融入智慧

元素，打出自己的文化品牌，弘扬特色

文化，让各民族同胞以及老百姓在这

里不出村门就能实现创业创新、致富

增收。

堰头小学的民族团结之路也在行稳

致远。接下来，该校将投建民族文化馆，

使其成为各民族孩子实践民族团结教育

的基地。馆内有 4 个场馆主要展示该校

12 年来的民族融合教育历程，让该校的

教育理念、育人目标以及所有取得的成

果能够传承下来，保存下去。其他5个场

馆则展示各个民族的服装文化、饮食文

化、建筑文化等内容，通过系列实物展

示，把各民族的文化集聚在校园内，打造

一个能够真正学习民族文化、弘扬民族

文化的精神共富好场所。

共富小故事 共富小圆桌

共富新征程共富数字化 行稳致远
深挖新时代民族文化内涵

念好乡村振兴致富经
写好精神共富续篇

凝聚同心石榴籽情 构筑共富精神家园
——“共同富裕‘永’争先”融媒新闻行动

连日来，市融媒体中心“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共同富裕‘永’争先”融媒新闻行动第十一采访小组先后走进石柱镇石柱村和经济开发区堰头小学采访。我们发现，这两个集聚多元民族文化的地方，无论是群众或是
学生都拥有着很高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他们正不断凝聚同心石榴籽情，构筑出理想的共富精神家园。

夏天的风热热的，天也是闷

闷的，就是在这样令人略感烦躁

的季节里，石柱村却处处呈现着

惬意舒适的景象。在该村的文

化礼堂里，各民族同胞齐聚一

堂，有的在烙饼，有的在盛粥，大

家配合默契，气氛十分融洽。

据悉，石柱镇现有苗族、彝

族等 17 个少数民族近 7000 多人

居住生活。2020年，飞鹅山石榴

籽社区在石柱镇揭牌成立，于石柱村创建

了一个实体化运作、无固定区域、相互嵌

入管理模式的虚拟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区。该镇精准服务供给，围绕“七个一”打

造飞鹅山石榴籽社区，努力营造各民族群

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良好氛围。

“像这样的活动，我们每年举办了不

少，并且村两委要求年年办出新意、新气

象。”石柱村党支部书记应琼玦说，若不是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另几场活动也早已提

上日程。

此前，石柱村曾举办过云甘蔗丰收

节，推出由红糖、夏威夷果等材料制成的

“东方巧克力”创意单品，并由少数民族优

秀代表、浙大城市学院师生和主播开展了

相关产品的直播带货活动。逢各种节庆

时，该村还会开展民族文化艺术周、美食

节、经典歌曲比赛等系列文化活动。

在石柱村，各民族同胞手足相亲，守

望相助。为了提高辖区内群众就业能力、

激发创业活力，该村免费开展抖音直播带

货、中式厨师资格证、爱国主义教育、法律

等培训。为了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给更多

劳动者提供工作机会，该村与市作家协

会、市摄影家协会合作，提升社区文化内

涵，并举办大型综合人才招聘会，以“民族

团结一家亲”微信群为载体，提供信息发

布、矛盾纠纷调解、政策咨询解答、民族政

策宣传、创业商机发布等服务。同时，为

了给有困难的群众提供坚强的后盾和坚

实的依靠，该村实施“党建+结对服务”工

程，组织开展各类志愿服务，走访慰问了

许多困难家庭和优秀学子。

近年来，聚焦共同富裕目标，石柱村

积极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团结进

步工作新路径。“村里还与浙大城市学

院开展校地党建共建工作。浙大城市学

院专家团队多次前来实地考察调研各民

族群众生活情况和产业发展状况，推动

本地文化旅游产业提档升级。”应琼玦

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浙大城市学院专

家团队加大力度，推动双方之间的联络走

深走实，相关合作项目已有了雏形。

和谐共融的环境，让越来越多的少数

民族同胞选择留在当地安居乐业。“我来

永康已有 20 多年，做过焊工、跑过网约

车，还进过校具厂从事销售工作。”来自

贵州省的彝族同胞文才贵在这里成了

家，现在夫妻俩的月工资近 2 万元。因为

觉得这里的发展势头很不错，他还主动

牵线搭桥，为老乡介绍就业岗位。

同样扎根在此的还有来自云南省的

回族同胞马景琼。2000 年来永后，她在

一家校服厂就业，一干就是 20 多年，从杂

工一路做到销售经理。如今，她的生活越

过越红火，开上了汽车，住上了新房。

目前，石柱村正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

禀赋，加快打造乡村综合发展模式，将各

民族文化以实物形式来展现，从而为未来

乡村产业发展增添动能。

石柱村：打造各民族创业宜游乐土

日前，记者走进位于经济开发区的堰

头小学时，校园里传来了学生们的欢声笑

语。来自不同民族的堰头小学学子正身

着各式各样的民族服饰在操场上玩耍嬉

戏，一派活泼欢乐的景象。

堰头小学是一所典型的输入型少数

民族学校，现有学生495人，99.8%的学生

是新永康人随迁子女，其中包括来自全国

各地 24 个少数民族的学生。“让每一朵民

族花朵都能绚丽绽放，是堰头小学永恒的

追求。”该校校长马兰珍说。

2010 年起，堰头小学大胆实施民族

融合教育，连续 12 年以“民族文化”滋养

育人，深入推进民族融合教育进校园、

进课堂、进家庭、进企业，让民族花朵们

落地生根、快乐绽放，努力将学校打造

成一个温馨、和睦、融合、奋进的多民族

大家庭。

让多彩民族文化每天陪伴学生身边，

浸润着各民族学生们幸福成长，是该校孜

孜不倦的追求。在学校操场，有一条长

300 多米的民族文化墙，展示着各民族的

风土人情。在学校餐厅，有一条“舌尖上

的民族美食”文化长廊，展示着各民族的

特色美食。还有一排民族文化宣传窗、一

个红石榴广场、一个民族文化馆、一个民

族花朵心向党门厅，都成为了该校一道道

靓丽的特色文化风景线。

“我们亲切地将外来学生称为‘民

族花朵’，希望消除孩子们漂泊异乡带

来的不安全感。孩子们都会说一句响

亮的话语‘我是民族花朵，我很优秀 ’。

而学校也一直致力于在教育教学中帮

他 们 逐 渐 找 到 认 同 感、归 属 感 。”马 兰

珍说。

据了解，民族文化节是堰头小学一年

一度的盛会，学校本着“让不同的民族绽

放出同样的精彩”宗旨，每年都设有不

同的主题，传递不同民族的风情。2012

年 至 今 ，该 校 共 举 办 了 十 届 民 族 文 化

节。每届文化节开幕式结束后，各年级

都会开展为期一周的丰富多彩的民俗活

动。此外，该校以艺术教育为突破口，先

后成立了 5 个民族艺术团，即“七彩民族

合唱团”“民族舞蹈团”“葫芦丝民族乐器

团”“巴乌民族乐器团”“苗族迎福鼓团”，

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了展示才艺的良好

平台。

一直以来，堰头小学以红石榴党建为

引领，以“党群融合、家校融合、校企融合、

民族融合”为目标，开展“红石榴党员先锋

队结对困难家庭活动”，形成一对一帮扶

小组。小组成员们每学期至少一次深入

各结对家庭交流交心，耐心细致地开展辅

导等工作。学校还开设了“少数民族家长

心理工作坊”，编排了《心灵瑜伽报》《家长

心理健康教育手册》等教材，定期组织开

展“亲子活动课”，帮助家长了解孩子们的

需求，传递关怀与关爱。

堰头小学还将民族团结的理念融入

到课程中，开发出独具特色的“民族村”

拓展性课程，包括民族音乐、民族美术、

民族体育、民族知识等五大领域的 24 门

课程，通过学习知晓各民族优秀文化，

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相互认同、接纳、欣

赏和融合。同时，紧紧围绕“民族融合

教育”，以浙江省重点课题《小学外来建

设者子女融合教育的研究》《小学外来

建 设 者 子 女 家 长 心 理 工 作 坊 的 研 究》

《小学外来建设者子女民族文化认同教

育的研究》等为引领，先后开展了16个课

题的研究，用科研的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我们希望通过弘扬民族文化，让孩

子们在不同民族文化间相遇、碰撞、交流，

了解自己的民族，能够真正阳光、快乐、包

容地成长。”马兰珍说，如今，民族融合教

育已成为堰头小学的一张金名片，而堰头

小学也已成为新永康人子女的快乐精神

家园。

堰头小学：以教育力量开创“精神共富”

千里家访
走进少数民族学生心里

石柱村岩洽自然村地

势平坦，溪涧为邻，远山为

屏，是宜居宜游的风光宝

地。今年，岩洽自然村按

规划设计方案，腾出了一

块平地，现此地已是绿草

如茵。

“去年举办云甘蔗丰收

节时，我们来到岩洽自然

村，偶然发现了这样一块闲置的宝

地。这个地方有水、有山，整体环境

虽然比较脏、比较乱，但地面很平整，

视野也比较开阔。看了以后，我们马

上召开会议，觉得这个地方是可利用

开发的，未来很有发展空间。”应琼玦

说。

在应琼玦的描述下，一幅美好蓝

图正徐徐铺开：不日，在这片平地上，

将呈现一个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

田园社区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地

里既种植有水果、蔬菜、中草药，亦拥

有水稻、玉米和鱼塘。这里以果蔬产

业为主，传统产业为辅，产业分布合

理，再综合运用 5G、大数据等技术，

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

同时，加快“互联网+现代农业”建

设，引入农业自动化系统和平台，借

助物联网对不同的农业生产对象实

施精细化操作，借助互联网发展农村

电商产业。换而言之，岩洽自然村将

把早年网上流行的“QQ 农场”搬到

现实中来。届时，前来研学的孩子们

只需在操控室里点一点鼠标，就可以

看到农作物是如何生长的，甚至还可

以实地体验一把采摘的乐趣。

“下半年，你们再回来看，一定会

有新的惊喜！”临走前，应琼玦还热情

地向记者发出了邀约。

智慧赋能
打造现实版“QQ农场”

石柱村党支部副书记 应江宜：
目前，村里的环境综合整治及石榴籽社区打造等工

作推进起来都比较顺利，村民们看到眼前的成果也都很

满意。以后，我们会更加用心为村集体做好事、做实事，

把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堰头小学校长 马兰珍：
共富画卷，教育先行。堰头小学是一所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示范学校。在共富路上，校园内的师者努力

传承、传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将民族文化带进校园、

带进课堂。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举办一年一届的民族

文化节，借助红石榴党建等各个载体，让各民族的花朵

们像石榴籽一样继续紧紧地抱在一起。

融媒记者 王贻江 王晓鸣 应柳依 王佳涵
杨成栋 池欣桦 施俊涛 胡剑 胡瑶彬

石柱老街处处呈现着惬意舒适的景象

堰头小学校园风貌

马兰珍（中）在查看民族文化馆建设情况

堰头小学学生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石柱村各民族同胞一起过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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