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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程 园

“去高山望平川，平川里有一朵牡丹，看是容易摘去难，摘不到手里是枉

然。阿哥的白牡丹呀，摘不到想找的花儿枉然。”一首高亢、婉转、动听的民间

高腔山歌“花儿”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镇鸣沙村一间颇具

回乡风情的农家小院中传出。曾经在北京残奥会开幕式上演唱宁夏“花儿”的

27岁回族盲人歌手罗发俊，正在为国内多家媒体展示自己的歌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 30周年。来自全国百

家媒体的 130 余位记者汇聚湖城银川，共同参加在这里举办的“民族团结宁夏

行”全国媒体大型宣传报道活动。3 天的时间里，采访团分赴宁夏银川、中卫、

吴忠、固原、石嘴山五市采访报道。宁夏浓郁的回族文化，让采访团的所有记

者都有身处异域的感觉。

黄河奔流，大漠苍茫，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处处生机盎然。由于宁夏长

期处于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过渡地带，从古至今，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

化的碰撞与融合，形成了古老深远的黄河文化、特色鲜明的伊斯兰文化、独

一无二的西夏文化、独具特色的移民文化与浓郁粗犷的边塞文化，加上类型

多样的自然景观，构成了宁夏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其中，贺兰山、六盘山

两条著名山脉一南一北遥相守望，自然与人文景观荟萃。母亲河黄河流经

宁夏，是我国沿黄九省区最精华的一段，素有“天下黄河富宁夏”和“塞上江

南”之美称。

公路两旁，笔直高大的白杨一行行站得整整齐齐，像一排排威武的战士守

卫边疆。一望无际的田地里，成熟的玉米露着金黄的牙齿笑弯了腰，在夕阳下

摇晃；水稻也不甘示弱，阵阵稻谷浪花里飘溢出了宁夏米独特的清香，更不用

说小麦、蚕豆在那里欢快地成长。蜿蜒流转于田间的渠水，正泛着霞光浅吟低

唱。在 9月这个收获的季节里，整个宁夏平原跳跃着硕果、流淌着欢唱，秀色之

中多了雄浑、宽厚，更显得成熟、粗犷。

在中卫市文昌镇民族巷社区，各民族群众团结友爱、亲如一家、互帮互助、

共赢发展的良好氛围令人陶醉；在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在回

族聚居区开展民族宗教政策宣传的光辉历程让人敬仰；在吴忠市回民中学，灵

魂的工程师们坚持民族教育特色，广育各族英才的风采使人难忘……这些生

动鲜活的人和事，令记者们耳目一新。

白色的少数民族建筑外墙、白色的少数民族小帽、街头随处可见的回族文

化元素，就如同宁夏的人一样淳朴真诚。一张张质朴的笑容，让异乡人感到亲

切，文化的影响在这里低调温润，却源远流长。

宁夏盛开团结花
本报记者 陈 曦 摄影报道

▼ 夜幕下的吴忠市夜景，远处的清真寺恢弘大气。吴忠市位于宁夏中部，地处宁

夏平原腹地，是宁夏沿黄河城市带的核心区域。全市回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53%，是全国

回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地级市。

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镇鸣沙村的孩子们在广场上玩耍。这是一个移民村，来自海原

县李旺镇、李俊乡、甘城乡的 150户移民在这里安家落户。

▲ 吴忠回民中学是民族中学，少数民族学生占 67%，实行民族学生、民族体育、民

族艺术、民族文化、民族团结、阿拉伯语六位一体的特色民族团结教育模式。学生们还

会学习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张家拳和独具民族特色的“穆林扇”。图为学

生们正在练习“穆林扇”。

▶ 回族书法家马健正在创作阿拉伯文书法作品。

同心清真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年代最久、规模最大的清真寺。1936年红军西征时曾经在这里成立了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同心清真大寺以汉

式建筑为主体，又兼纳了伊斯兰风格的装饰，气势雄伟、装饰精美，是回汉文化交融的重要见证之一。该寺建筑工艺精湛，砖雕艺术奇绝。礼拜大殿和邦克楼的整

体结构未用一颗铁钉，全由木榫连接，利用挑梁减柱扩大空间。

吴忠市利通区穆斯林民族新村内，回族歌者正在高唱“花儿”。

同心县王团镇沟南村，全村村民在村委会观看村民们自编自导的文艺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