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南
通市崇川区和
平桥街道是少

数民族聚居地，现有 21 个少数民族
的 4000 多名同胞在这里工作、学习、
生活。大家虽然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
方，到南通的时间有长有短，但是基本
都认识“老乃”。
　　“老乃”本名乃合买提，今年 56
岁，是和平桥派出所的一名维吾尔
族警察，长期负责处理辖区内的民
族事务。因为处事公正、乐于助人，
有事找“老乃”，成为当地很多少数
民 族 同 胞 遇 到 急 难 事 情 时 的 第 一
反应。
　　“ 2017 年我刚来南通，不知道
到 哪 里 找 工 作 ，经 人 介 绍 找 到‘老
乃’，虽然我们刚认识，但他很爽快地
答应帮忙，没过几天就帮我联系了一
家烧烤店，现在我和老婆每个月能有
七八千元收入，小儿子也在这里上
学，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阿卜杜海比
尔说。
　　除了帮人找工作，乃合买提还积
极引导大家创业致富。阿布拉原本是
个卖干果的流动摊贩，生意不景气，有
时还因占道经营等问题，与城管发生
争执。2015 年，乃合买提多次找阿布
拉谈心，建议他租个店面做烤肉生意，
并带他到辖区一些店面学习。2015
年 6 月，阿布拉的烧烤店正式开业，
如今，已有了近 20 家店面，走上了致
富路。
　　“看到大家通过合法劳动、经营，
日子越过越好，我就感觉自己的工作
很有价值。”乃合买提说。
　 　 由 于 精 通 民 族 语 言 和 法 律 ，
2010 年起，乃合买提就被南通市司
法局聘请为人民调解员。他记不清
主持过多少次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
调解了，仅记录在案的就有近两百次。
　　“很多纠纷并不复杂，关键要耐心，要尽
可能跟对方拉近距离。每次我调解的时候，基

本都是先拉家常，然后再跟他们讲
法律。”乃合买提说。
　　针对辖区少数民族聚居的特
点，2005 年开始，和平桥派出所民
警与辖区少数民族困难群众创新开
展“民族亲戚”结对活动。10 多年
来，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关爱从
未间断，派出所先后资助 30 名“民
族亲戚”近 10 万元，帮助 5 人考上
大学、20 人找到工作。
　　“这些年城市发展越来越好，
大家的关系也非常融洽，不管是哪
个民族，都像亲戚一样相互帮助，
我们一家人住在这里很舒心。”阿
卜杜海比尔说。
　　在和平桥派出所，乃合买提
还有一位特别敬重的大哥方华，
两人虽然是不同民族，却同样热
爱公安工作，成了无话不谈、互相
帮学的好兄弟。
　　“我比他大 3 岁，他刚调过来
时就很信任我，工作中有些老百姓
的方言听不懂、家里房子装修等，
都会找我帮忙。他做民族工作很有
办法，从他身上我学习到了很多东
西。”方华说。
　　多年来，方华也与辖区内一些
少数民族同胞成了“亲戚”。有一
次，维吾尔族同胞塔依尔着急回
家，一时资金周转不开，没钱买车
票，方华立马帮他垫付了 800 元。
现在塔依尔虽然回到了新疆发展，
但是依然和方华保持着联系，不时
分享一些新疆的美景和音乐，还寄
一些葡萄干等土特产过来。
　　“我们始终坚持用民族语言感
人、用法律法规教人、用党的政策
帮人，辖区各类民族纠纷大幅减
少。我们将继续用心用情，共架民
族团结‘连心桥’。”和平桥派出所

教 导 员 张 梦 怡 说 。        
          （记者陆华东）
      新华社南京 9 月 1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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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 版）2010 年 1 月 1 日，中国—东盟自
贸区如期建成。10 多年来，自贸区发展红利不断释
放，双方之间 90% 以上的货物实现零关税，惠及亿
万民众。多次参加东博会的马来西亚企业家黄国隆
说：“中国消费市场庞大，带动了企业榴莲制品产业
链和销售渠道的拓展，公司产品在中国的销量每年
都在快速增长。”
　　 2019 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推出，

“升级版”落实新一批服务贸易承诺，推动投资领域
的实质性开放。“如今生机勃勃的自贸区让中国与东
盟双边关系更为密切，并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
程，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中国—东盟商务
理事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说。
　　东博会立足于中国—东盟合作，面向其他“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全球开放。王雷说，2014 年，东博
会创新设立特邀合作伙伴机制，澳大利亚、韩国等国
先后出任特邀合作伙伴。2017 年，第 14 届东博会首
次设立“一带一路”展区，哈萨克斯坦担任特邀合作伙
伴，标志着东博会实现了“一带”与“一路”的有效衔接。
　　今年，巴基斯坦出任特邀合作伙伴。“‘一带一
路’倡议、巴中经济走廊将巴基斯坦和中国、东盟相
连。”巴基斯坦驻广州总领事馆商务处商务参赞穆罕
默德·艾凡说，随着减免关税、破除贸易壁垒等红利
的释放，巴基斯坦、中国、东盟国家之间的联系会日
益增强。
　　“东博会将继续秉承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推
进器的作用，以 RCEP 签署为契机，从服务‘10+1’
向服务 RCEP 扩展，并进一步延伸到更多‘一带一
路’国家。”王雷说。

  不断丰富的合作：从货物贸易为主

到投资、服务贸易齐头并进

　　食品饮料、饰品服饰、机械电子……在南宁国
际会展中心，各大展厅内的展品琳琅满目。除展品
展销外，各类商机推介、投资促进等活动同样吸引
了众多关注目光。创新推出的“云上东博会”服务
覆盖商品贸易、投资合作、先进技术转移、服务贸
易、产业对接、次区域合作等多个领域。
　　受益于东博会平台，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不断升
级：从最初的货物贸易“长”、投资和服务贸易“短”，
到现在各种贸易形式齐头并进；从最初的以农产品、
大宗货物为主，到如今大数据、人工智能、电子商务
合作方兴未艾。
　　东博会举办以来，已有近百万名中外客商参展
参会，先后举办了 300 多个高层会议论坛，涵盖 40
多个领域，促进西部陆海新通道、中国（广西）自由贸
易试验区等领域的一批重大项目落地。
　　“东博会已成为中国与东盟汇聚共识、对接发展
战略的高端平台，成为双边深化经贸交流合作、落实
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有效平台。”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
亚研究所副所长雷小华说。
　　商务部的统计显示，截至今年 6 月底，中国和
东盟国家相互累计投资总额超过 3100 亿美元，东
盟已成为中国最主要对外投资目的地和外商直接投
资来源地。
　　创新一直是东博会永葆活力的“密码”。历届东
博会注重创新技术对接，提高经贸实效，同时创新优
化展会结构，拓展合作领域，为中国—东盟合作注入
了丰富的创新元素。
　　去年东博会期间，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曼
谷创新中心和中泰东盟创新港、中国—东盟地球大
数据区域创新中心正式揭牌。科技部党组成员李平
说，截至目前，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已建成广泛
覆盖中国和东盟国家相关机构和企业的技术转移协
作网络，推介项目近 6000 项，涉及企业超过 8500
家，促成签署合作协议 630 多项。
　　“目前东盟的数字经济正处于发展的快车道，中
国与东盟在数字政府、数字企业、数字产业、新型通
信等领域合作空间广阔。”中国—东盟信息港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鲁东亮说。

  不断提升的“亲密值”：助力更为紧

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东博会既是经贸盛会，也是外交舞台，传递出中
国—东盟友好合作的强烈信号。统计显示，先后有
100 多位中外领导人、3400 多位部长级贵宾出席
东博会，高规格会谈、政商高端对话等成为备受关注
的会期“重磅”内容，有力推动了中国—东盟战略伙
伴关系深入发展。
　　多年来，依托东博会平台，中国和东盟在人文、
教育、民生、健康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东博会促进了多领域合作，是一个共赢的平台。”泰
国驻南宁总领事馆总领事彬嘉玛·塔维她雅浓说。
　　近年来，在东博会框架下，中国—东盟文化论
坛、中国—东盟博览会文化展等接连举办，为促进区
域人文交流发挥积极作用。
　　截至今年 6 月底，作为面向东盟的窗口，广西
已与东盟各国近 200 所院校建立合作关系，东盟国
家来桂留学生达 1.6 万人。“在广西度过的 5 年学习
生涯让我收获很多，见证了广西与东盟国家在教育
方面的深度合作。”广西民族大学国际商务专业的越
南留学生阮泰英说，她身边越来越多的同学毕业后
从事东盟与中国的贸易、科技交流工作。
　　借助东博会平台，许多基础设施项目给东盟国家
民众带去实惠。在老挝万象市三通县的 500 千伏帕腊
变电站项目施工现场，来自中国南方电网广西公司的
技术人员正和当地工人一起奋战。老挝籍工人念和
说：“刚开始觉得做起来很困难，但是中国技术人员很
有耐心，一遍遍地教，感激他们毫无保留地传授。”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和东盟守
望相助，共克时艰，共同加强公共卫生领域合作。去
年的东博会首次设置公共防疫及卫生展区，今年的
东博会举办了中国—东盟药品合作发展高峰论坛等
系列活动，不断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希望通过东博会等平台，带动更多的区域交流
合作，传递更多友谊。”已在中国工作 15 年的广西
外国语学院泰语教师安阿侬说。
          新华社南宁 9 月 12 日电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阮周围、张格）公元
1258 年，一支因战乱告别苍山洱海的云南大
理“寸白军”，来到湖南省桑植县并定居。往
后，大理白族在千里之外的桑植开枝散叶。
　　因语言、服饰、民俗、建筑风格等皆与桑
植当地土家族、苗族相差较大，这支族群一直
被当地人称为“民家人”。
　　 20 世纪 80 年代，湖南省民委牵头组成
联合调查组，历时两年对桑植“民家人”的族
属问题走访调研，发现“民家人”和云南大理
的白族同根同源。1984 年，湖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正式确认桑植“民家人”为白族，并批
准成立 7 个白族乡。
　　如今，桑植共有白族同胞 12 万余人，原
有的 7 个白族乡合并成 5 个接壤的白族乡，
桑植成为全国第二大白族聚居区。
　　大理白族勤劳、努力的民族品质，在桑植
白族民众身上世代传承。
　　走进桑植县马合口白族乡的梭子丘白族
风情老街，浓郁的白族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游
客口中的“小大理”如今是当地民众的“致富
街”。在旦旦白族刺绣基地里，几位白族妇女

正专心地研究刺绣。
　　刺绣基地负责人覃曼丽是土家族人，也
是“白族媳妇”。她将白族刺绣和湘绣技艺相
结合，并成立公司，带动当地妇女就业。
　　“在家附近从事刺绣，既能照顾家庭和农
业生产，又能发展民族文化，还多了一份收
入。”公司员工、梭子丘村村民史彩月说。
　　目前旦旦白族刺绣基地共有员工 21
名，其中 15 名是脱贫户。她们织成的白族服
装、扇子、车挂、刺绣工艺美术品等，销往五湖
四海。
　 　 在 芙 蓉 桥 白 族 乡 合 群 村 的“白 族 山
庄”——— 一个依托白族特色建成的集住宿、餐
饮、演出于一体的农旅山庄，村民正热情地为
游客表演白族特色仗鼓舞。
　　合群村曾是一个典型贫困村，通过因地
制宜发展黄桃、稻米等产业，全村人均纯收入
从 2013 年的不足 1000 元增长到 2020 年
的 1.5 万余元。2021 年村党支部委员会还被
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我们身上的民族服装和头饰，来自云南
一个名叫周城的白族村。”芙蓉桥白族乡文化
站站长孙晓村介绍，合群村 2012 年与大理市

喜洲镇周城村缔结为姊妹村，从此两村之间
有了密切往来。“近年来，利用白族民俗文化
资源优势，合群村与大理周城村并肩前进，
两地白族人都过上了好日子。”孙晓村说。
　　合群村党支部副书记谷俐记得去大理
的感觉：“就像在外游荡的孩子回到故乡，
熟悉又亲切。”
　　走在桑植数个白族乡，时常可见来自
大理的爱：捐资修建的小学、图书馆、卫生
院……而当大理受旱灾、地震侵袭时，桑植
也心系“娘家人”，积极捐款。
　　在和“娘家人”保持友好往来的同时，
桑植白族也主动与当地土家族、苗族进行
文化交流。“白族落脚桑植的第一天起，就
开启了此地民族融合的序曲。”桑植县白族
学会秘书长谷利民说，桑植白族的文娱活
动和传统建筑风格等，都有借鉴融合当地
土家族、苗族的成分。
　　谷利民常感叹，当年人地生疏的“寸白
军”扎根桑植实属不易，要感谢桑植的包
容，“就像交汇于桑植的澧水和酉水，只有
民族间相互学习、包容，才能实现各民族共
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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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打工 8 年后，黄秀长 4 年前
又回到了家乡重庆酉阳县。
　　这次，迎接他的是一个在家门口就
能挣钱的机会，工作内容则与他再熟悉
不过的面具阳戏有关——— 这门古老的
土家族剧种源自土家先民祭祀仪式，因
其表演者佩戴木制假面而得名，寄寓着
人们的美好期望。2017 年起，在有着千
年底蕴的酉阳县龚滩古镇，一台融合

“面具阳戏”“酉阳民歌”等多项“非遗”
的演出定期在这里上演，黄秀长在“家
门口”工作的机会便来源于此。
　　受父辈影响，黄秀长自幼接触面
具阳戏，熟练掌握其中的唱腔、舞蹈等
多种技能，后来成为一名阳戏艺人。在
他的记忆里，小时候十里八乡时常有
阳戏表演。
　　位于重庆东南部的酉阳土家族苗
族自治县超过 90% 的人口为少数民
族，也是“非遗”资源大县。然而随着时
光流逝，不少“非遗”项目展示机会锐
减，许多人不得不放下熟悉的民俗技
艺外出谋生。黄秀长也在 2009 年前
往一处建筑工地务工。
　　“没想到时隔多年，又能重拾阳
戏。”他感叹道。
　　演出地点设在龚滩古镇一座由青
砖和青石围成的庭院———“西秦会馆”
内。这座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重庆市
级文保单位，过去供商人汇聚、议事、
休闲听戏之用，如今则成了游客了解
当地风土人情的“舞台”和“窗口”，每
到旅游旺季，会馆内近百个座位常常
座无虚席。
　　在这里驻场演出，黄秀长每月收
入约 3000 元，他还把工作机会介绍给
了更多过去的“同行”，一些演出中的
配角则由当地居民担纲。无论专业演
员还是业余爱好者，大家都不敢有一
丝怠慢：从排练、磨合到创新，他们都
在思考如何将一道精品文化大餐献给观众。
　　这几天，景区工作人员正趁着空档期推
进西秦会馆提档升级，包括进一步完善“非

遗”展板内容、
增加游客体验
项目等。“‘非
遗’只有融入市场，才能具有更长久的
生命力，也才能让古镇不但养眼、更能
养心，我们正在探索这样一条文旅融
合 道 路。”龚 滩 古 镇 景 区 负 责 人 凡
凯说。
　　令黄秀长最兴奋的是，今年 5
月，面具阳戏入选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成为当地
继“酉阳摆手舞”“酉阳民歌”“酉阳古
歌”后第四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县 4 个国家级‘非遗’是一笔
宝贵的财富。”酉阳县旅游营销中心副
主任冉四化说，近年来，当地通过多种
方式聚焦特色文化传承，让“非遗”不
被遗忘。
　　 67 岁的熊正禄是酉阳民歌国家
级传承人，其祖父、父亲都是民歌、号
子演唱高手。受家庭影响，他熟悉各种
腔调和演唱技巧，演唱的号子高亢明
亮、悦耳清新。近 10 年来，熊正禄多
次参加县内外文艺交流及汇报演出，
配合各级文化部门采风、民俗文化搜
集活动，并致力于传徒授艺，他还将酉
阳民歌带进了邻近的中小学校，定期
开课，让孩子们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另一项国家级“非遗”酉阳摆手舞
的内容囊括土家族历史生活以及文化
艺术发展轨迹，有土家文化“活化石”
之称。作为酉阳摆手舞代表性传承人，
田维政时常利用农闲时间参加各种表
演活动，将摆手舞传授给更多人。
　　“原本是祖上流传下来的本土文
化，如今吸引了这么多游人和民俗文
化爱好者来感受，大家很受鼓舞。”田
维政说。
　　“我们还要继续探索，发挥好文化
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让民族文化凝聚

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建设好各民族共有
的精神家园。”酉阳县民宗委主任张昌波说。
  （记者周闻韬）新华社重庆 9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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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哈尔滨电（邹大鹏、朱悦）湍急的
黑龙江水奔流激荡，远处一线红日从水天相
接处缓缓而出，如同一江秋水中的欢快鱼儿。
伴着山中清脆的鸟鸣，35 岁的赫哲族老板娘
尤克勒·哈拉·浩开始准备鱼宴的食材。
　　赫哲族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世居
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因地处祖国
东方，被称为“守望太阳的民族”。新中国成立
前仅存 300 余人，如今总人口超过 5000 人，
分布在黑龙江省同江市和抚远市等地。
　　很多人了解这个民族，是通过那首耳熟
能详的《乌苏里船歌》，歌中这样唱着：乌苏里
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赫哲人撒开
千张网，船儿满江鱼满舱……
　　鱼，在赫哲人的生活中，曾是难忘的生存密
码。“祖辈们穿鱼皮衣，吃、住、睡都在船上，不管
顶着多大风浪都要起网。冬天只能在冰上凿冰
捕鱼，胡子和眼睫毛上都是冰碴儿，那时几乎顿
顿只吃鱼，饥一顿、饱一顿，靠这个活命。”尤克
勒·哈拉·浩的母亲龚淑珍已经 62 岁，在同江市
街津口赫哲族乡渔业村生活了一辈子，说起祖
辈的渔猎生活感叹不已。
　　尤克勒·哈拉·浩第一次对鱼有清晰的记
忆，是父母在江上漂泊打鱼，村里邻居照看她

们几个“留守”小伙伴儿。“我们从小就会吃
鱼，冬天的零食都是鱼，江里的‘三花五罗十
八子七十二杂鱼’一眼就能认出来！”她爽朗
地笑着，向记者讲述各类江鱼的区别。
　　灶膛的柴火越烧越旺，大铁锅咕嘟嘟地
冒着热气，浓稠的汤汁裹挟着鲜味儿扑面而
来，出锅前点缀的一抹翠绿葱花，唤醒了这道
鱼宴的灵魂，滑嫩的鱼肉在口舌中渐变的香
味层次是那样清晰。
　　 15 年前，她在黑龙江边经营起小饭店，
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尤克勒·赫乡酒家老板
娘，成了村里的致富能手和带头人。
　　“我最擅长的还是塔拉哈（赫哲语‘烤生
鱼’），这也是我们民族传统的美食。”尤克勒·
哈拉·浩说，祖辈们当年受条件所限，从江里
打出鲜鱼，只能放在火上简单烤一下，半生不
熟拌盐即食，如今改良后配上了口感丰富的
蘸料，许多游客都是慕名而来。
　　从以渔猎为生的“鱼皮部落”，到今天唱
响新时代的乌苏里船歌，赫哲人的生产和生
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洗脚上岸”后，
从传统的渔业捕捞到渔农并重，再到当前旅
游产业带动、多业并举的跨越式发展；从最初
的地窨子、马架子，到泥草房、砖瓦房，再到二

层楼、花园式民居，用上自来水、抽水马桶、地
热取暖，居住环境日益改善……“日子有奔
头，心里有盼头”的赫哲语歌声，唱出了乡亲
们的小康心声。
　　除了种地、打鱼、开办鱼馆和民宿，不
少村民还制作鱼皮衣、鱼皮画、鱼骨挂件等
旅游制品，收入越来越高。“曾经的‘救命
鱼’成了小康路上的‘致富鱼’，多亏了党的
好政策。”尤克勒·哈拉·浩给记者展示了一
段短视频，是村里一位老人说唱着伊玛堪
歌颂新生活，这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被赫哲人传承的同时也成为一道独特的旅

游风景。
　　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乡长
付斌说，全乡目前有民宿 20 多家，饭店 30
余家，乡亲们利用鱼文化、鱼资源吃上了

“旅游饭”“文化饭”，人均年收入已达 2.2
万余元，不仅促进了村民的增收，也让赫哲
族文化不断发展传承。
　　凉风习习的自家小院里，擦拭着崭新
的塑钢窗，尤克勒·哈拉·浩谋划起明年旅
游旺季的准备工作。远处，江上的一叶叶渔
舟轻荡开去，它们乘载的不仅是收获的希
望，还有赫哲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从从““救救命命鱼鱼””到到““致致富富鱼鱼””
一 条 鱼 见 证 赫 哲 族 变 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