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谐融居
共绘社区新画卷

邻里关怀邻里关怀 满院亲情满院亲情
在兴庆区丽景街街道庆春社区，汉族、回族、满族

等多个民族的居民生活在一起，每天都上演着温馨动
人的故事。

回族居民纳银新是庆春社区最牵挂的人，多年
来，他独自照顾患病家人，没有稳定的收入。社区党
委书记赵园园得知情况后，主动牵线将他介绍到辖区
物业公司当保安，“纳叔别愁，您腿脚利索，干这份工
作很合适！”握着赵园园的手，纳银新看到了希望。如
今，纳银新每天哼着小曲，逢人便说：“这份工作离家
近，还能照顾家人，日子有盼头了。”

有了工作，庆春社区的关爱也没有间断，志愿者
定期上门帮纳银新擦玻璃、收拾屋子。“您歇着，这些
活儿我们来干。”志愿者周波爬上窗台，不一会儿就把
积灰的玻璃擦得透亮。

纳银新的回馈，便是庆春社区百家宴活动上美味
的食物。近日，纳银新成为“大厨”，翠绿的黄瓜、鲜红
的胡萝卜在他手中变成精美的凉菜拼盘。“您这是要
摆摊？”路过的邻居问道，他笑着摆摆手：“是要给百家
宴活动助力，谢谢大家帮衬我。”现场，各族居民端出
拿手好菜围坐一起，百家宴越品越香。

另一边，老党员杜爱英十年如一日“变废为宝”，独创
“三股交错编织法”，将废弃打包带变成精美手工艺品，引
来不少邻里称赞。杜爱英的巧思成为庆春社区民族文化
周的灵感来源，以“指尖上的民族团结”为主题，社区邀请
各族居民一起学习编织。在“以废换美”摊位前，藏族大爷
贡布背着编织袋赶来，掏出攒了半个月的废旧打包带：“我
想要个带卡通图案的篮子，给孙子装玩具用。”杜爱英立刻
拿起材料，一边编织一边和他唠家常。

“打包带能编织出花样，咱各族邻居也能把日子
过出花来。”杜爱英说，在这个民族文化周中，诞生了
80余件满载民族风情的手工艺品，更珍贵的是，社区
里不同民族居民之间的情谊变得更加深厚。

除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邻里互助在庆春社
区蔚然成风。“张姐，快来看我新学的花馍。”6月
17日，回族居民王燕玲拎着热气腾腾的竹篮推开
了邻居的门，汉族居民张英正对着空荡荡的客厅
发呆，儿女远在外地工作，退休后的日子总显得有
些冷清。“走！跟我去‘馍力志愿队’。”王燕玲不由
分说地拉起张英的手走向社区活动室。到了活动
室，只见案板上摆满了揉好的面团，满族小伙许明
正往面团里撒玫瑰花酱。“馍力志愿队”把花馍技
艺变成治愈居民的“暖心密码”，大家相互学习、交
流，把面团玩出了花，队员还会给独居的回族爷爷
送去福袋造型的豆沙馍，教瑶族阿婆用糯米粉做
绿豆糕。“这花馍做得比年画还好看。”老人们戴着
老花镜端详并连连称赞。

在银川，总不乏温暖的故事：从邻里互助的温情守望，到集市共融的活力图景，再到巧缝互助的匠心传承，各社区用
烟火气里的点滴行动，将“和谐融居”理念编织成各族群众共同的生活底色，让民族团结之花绚丽绽放。

集市共融集市共融 万家同心万家同心
6 月 15 日中午，在兴庆区银古

路街道丽景社区的活动室里，一场
别开生面的“暖心助农·共融就业”
集市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家人们
看过来，这是我们宁夏的滩羊肉，香
得很。”回族主播张偌桦手持直播设
备，在普通话和方言间自如切换。

“原来宁夏有这么多特色。”“羊肉是
几号链接？”……直播间里，网友不
断刷屏。开播仅半小时，后台数据
显示方言讲解的互动率比常规直播
高出20%。

这场热闹非凡的集市，是丽景社
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
生动实践。丽景社区党委书记李雪
琴穿梭在各个摊位间，不时驻足为居
民介绍：“我们联合宁夏兴强商贸有
限公司，通过技能培训与实战指导助
力青年成为带货主播，把就业帮扶、
便民服务和民族共融有机结合，让各
族群众在共居共学中共事共乐。”

在活动室东侧的“无障碍创业
区”，坐在轮椅上的满族青年小许
热情地向顾客推销八宝茶。丽景
社区为残障人士特别设计了防滑
垫和低位货架，还提供 100元创业
启动资金。“这里面有枸杞、核桃
仁、芝麻等，我们宁夏的枸杞品质
绝对有保障！”话音刚落，一名消费
者就买了三袋，“既支持了创业，又
买到了特产，一举两得。”该名消费
者说道。

在活动室西头的“心愿服务站”，
志愿者杨雪正对着手机核对订单，
APP上显示着在水一方小区居民高
秀英老人的需求：“两斤土豆，要削好
皮。”作为丽景社区“暖心帮帮团”的
一员，杨雪每天要跑3个小区，最远的
配送距离超过3公里。“高阿姨眼睛不
好，我们得把菜都处理好。”她一边削
土豆皮一边说。来到老人家中，杨雪
熟练地将蔬菜分类摆放，临走前还检

查了厨房燃气阀门。
最热闹的当属民族团结手工艺

品展销区，舞台上歌手演唱着新编曲
目《石榴花开》，台下各族居民跟着节
奏拍手应和，摊位前回族姑娘的刺绣
作品和满族小伙的剪纸作品吸引不
少人驻足欣赏。“没想到我们的手工
艺品这么受欢迎，一位大姐还说要跟
着学手艺呢。”两人笑着说。

此次集就业帮扶、便民服务、文
化交流于一体的活动，不仅是农产品
的展销场，也为更多人搭建起了解宁
夏文化的新窗口，让各族群众在互动
中增进了解与情谊。“辖区有汉族、
回族、满族等民族的居民，这样的活
动我们要月月办。”李雪琴介绍，社
区将持续深化社企协作与志愿服务
机制，拓展更加多元化的互助场景，
推动就业帮扶、便民服务与文化传承
深度融合，以实际行动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巧缝互助巧缝互助 绣暖家园绣暖家园
晨光透过兴庆区大新镇燕欣园

社区活动室的玻璃窗，洒在摆满彩线
的长桌上。65岁的居民张淑萍戴着
顶针，挑起一缕红色丝线，再一次上
起公益刺绣课：“线要绷紧，手腕放
松。”她演示着刺绣技巧，围坐的十余
位居民跟着调整手法。在相互交流
的声音里，富有民族特色的刺绣作品
一一成型。

“阿姨，我这针脚总是歪歪扭扭
的。”居民宋宝林求助，张淑萍立刻
凑过来：“丫头，得顺着丝线的纹路
走。”说着她用顶针轻推银针，针尖
在缎面上划出流畅的弧线。一旁，维
吾尔族大妈正绞尽脑汁搭配色彩，

“以前我只知道做馕，现在跟着张姐
学刺绣，才发现针线也能做出这么美
的东西。”

事实上，这样的场景每周都会在
社区上演，张淑萍特意将公益刺绣课
设计成“民族工艺交流会”，向各民族

邻居分享不同的针法：维吾尔族刺绣
艳丽、蒙古族刺绣大气、回族刺绣精
巧，各具特色、令人眼花缭乱。随后，
大家共同创作出精美的十字绣、荷
包，这些作品有的被挂在居民房间里
装点生活，有的被作为礼物送给困难
家庭。

张淑萍是一位技艺精湛的裁缝，
退休后本可以享受悠闲生活，但她却
选择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社区贡献力
量。她和几位喜欢做手工的居民打
造了“巧手缝纫角”，大到量体裁衣，
小到修拉链、截裤脚，小角落成了辖
区居民的贴心服务点。面对汉族老
人磨坏的袖口、维吾尔族居民破损的
长裙、蒙古族群众开裂的袍服，张淑
萍根据不同服饰的材质和特色，运用
各类针法与工艺，让每一件衣物重新
焕发生机。在这个过程中，张淑萍与
各民族邻里建立了深厚感情，他们亲
切地称呼她为“张大姐”，而“巧手缝

纫角”也成了大家交流沟通、互帮互
助的温馨场所，谁家做了好吃的会拿
来交换，谁家遇到困难也会在这里寻
求帮助。

6月17日，80岁的居民王晓宁拿
着磨破袖口的衬衫来找张淑萍。“您
稍坐。”张淑萍安顿他坐下，优先为他
修补。不一会儿，磨损处便泛起细密
的针脚。“巧手缝纫角”成立以来，已
累计为居民缝补衣物1200余件，改
制适老服装300套。“我们上了年纪，
眼花手抖、行动不便，家里年轻人又
不会针线活，每次遇到缝缝补补的活
就犯难。现在，不管是裤子长了拉链
坏了还是纽扣掉了，来找张师傅就
行。”王晓宁说。

张淑萍还计划推出“移动缝纫
箱”服务，让手艺走进更多独居老人
的家门，每月一次的“民族服饰文化
沙龙”也在筹备中，她想将民族团结
的情谊，缝进社区生活的肌理。

在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各族群众和睦相处。

本报记者 肖梦琪/文 郎凯/图 和
美
家
园

和
美
家
园

责编／韩会霞
编辑／闫 莹
美编／刘 澜
校对／蒋亚娟

陈宗雄

2025年

6月19日

星期四

T3

银
川
多
民
族
社
区
居
民
亲
如
一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