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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大团结》出版发行后，各界反映很好。新疆教育界和民族理论界普遍认为，这本

教材探索以中华民族认同为主线开展民族团结教育，从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立场阐述民族团结的道

理，体现了新形势下民族团结教育的新思路，是民族团结教育的新实践，对我区民族团结教育具

有借鉴意义。《中国教育报》、《央广新闻》、新华网、天山网等疆内外媒体都做了报道。中央领导

同志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该书的内参报道批示给教育部。 

2013 年 4 月 24、25 日，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民族教育司在北京召开《民族常识》教材审

查会议，专门邀请了新疆专家戢广南参会。会后戢广南撰写了《关于学校民族团结教材建设的问

题与思考》，由自治区专家顾问团《决策特参》（2013 年第 3 期）上报。2013 年 7 月，中央政治

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做出肯定性批示，自治区党委常委尔肯江批示教育厅

根据新疆实际，做好教材工作。自治区教育厅明确新疆将继续使用自编教材《中华民族大团结》。 

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何星亮研究员在教育部

会议上，看到新疆编的《中华民族大团结》教材后给予高度评价。会后他在给中央领导的内参《教

育部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教材不宜在新疆、西藏等地发行和使用》一文中，特意推荐新疆版的民

族团结教材。文中说“2013 年新疆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戢广南主编的高中版民族团结教育教材《中

华民族大团结》，该书的写作思路、结构和内容与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民族团结教育教材有很大的

不同。全书分四篇：中华民族篇、爱国统一篇、团结发展篇和制度保障篇。该书指导思想明确，

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有利于学生强化中华民族意识、淡化狭隘的民族意识，有利于加强中华民

族凝聚力，有利于强化‘四个认同’。各地在编写地方性民族团结教育教材时，可以借鉴和参考。” 

2013年 8 月 9 日《中国社科院研究要报》刊发该内参稿，教育部研究贯彻中央领导批示，决

定再次改编教材，高中教材不在新疆使用。此时，新疆编的《中华民族大团结》更突显重要性。 

从该教材编写全过程看，新疆社科工作者着眼新疆长治久安，不唯书不唯上，勇于挑战传统

民族理论权威，发现长期以来民族团结教育存在的偏差：思路富有前瞻性，具有理论创新意义，

对策建议被中央领导采纳，产生了重大社会效益，对全国民族团结教材编写工作产生重大影响，

为学校民族团结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反映了我区社科工作者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良好学风

和为国家为人民的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对自治区乃至国家教育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社会

科学巨大的咨政价值。发挥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用，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国内影响很大，

得到相关部门和社科界好评。 

 

 

 

【网络文章】 

从中专到清华园，一个维吾尔族博士的成长和心语1 

吐尔孙·艾拜 

清华大学博士生，自治区团校干部 

自治区团委驻和田县巴克墩村工作队成员  

 

我叫吐尔孙·艾拜，最近看到很多优秀的维吾尔族青年在网上的发声文章，我也想和大家分

享一些我的故事和看法。 

我出生在一个不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银行职员，去世的时候我和弟弟还在上小学，那之后

                                                        
1 文章来源;“小疆有话说”微信公众号，链接：http://mp.weixin.qq.com/s/EEuX1NCbag27XSKxNISm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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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重担便全落在没有工作的母亲身上。初中毕业后为了尽快工作，我考入莎车师范学校，但

是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希望就此落空。母亲不忍看到我的失落便把我送到县高三复习班备考大学，

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年，为了备考，早晨天没有亮我就起床早读，晚上吃完饭就看书，有时

半夜醒来发现趴在书上灯还亮着。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 年我参加高考被复旦大学录取，2009

年考上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工作。2014 年 9 月，我被清华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录取，攻读博士学位，2016 年，我进入新疆团校工作，2017 年，根据组织

的安排，我来到和田县塔瓦库勒乡巴克墩村参加“访惠聚”驻村工作。 

回眸走过的历程，我感到无比的欣慰。这是一场无数感动和感恩的旅途。作为一个从南疆走

出来的博士生，一路走来要感激的人和事太多太多。我能走到现在得益于母亲的坚持和执着，得

益于学校和老师的关怀，得益于亲朋好友和热心人士的无私帮助，更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

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以及欣欣向荣的时代背景。 

我为生活在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感到幸运。记得中学的时候，有一次我陪母亲去买菜，

她为了几毛钱在讨价还价，显得很可怜，当时我说了一句：“只是几毛钱，你给他就是了”。母亲

看了我一眼，付完钱就走了，一路上一语不发，眼睛含着泪水。现在每每想起那一幕，我都为自

己的无知而悔恨。在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求学期间，学校的老师得知我家境困难后，主动为我联

系勤工助学岗位、协调解决助学金，帮助我顺利完成了学业。在清华园，也有一些来自贫困国家

的同学，他们得到的奖助学金用不完寄回家里，足够一家人的生活开销。我想，比起他们，我是

幸运的，因为我生活在一个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的国家和时代，可以给我一个通过勤奋耕耘实现

梦想的时代，让我有机会追逐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我为生活在这样一个团结友爱的国家感到幸福。在内地求学的十年，是充满感动和感恩的十

年。学校的老师不仅授予我专业知识，更是让我懂得做人做事的准则，涵养一种家国情怀。硕士

生导师郭庆光教授为我推荐实习和工作岗位，手把手的指导我的毕业论文。博士生导师李彬教授

如同父亲般照顾我，为我制定阅读书目名单、研究计划和博士论文提纲，使我的学业顺利又丰富。

可敬可亲的史宗恺老师，始终关注我的成长，每当想起他那慈祥的面孔时，我心里无比温暖和感

慨；临近毕业的时候，他对我说：你是新疆培养出来的孩子，新疆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少数民族

高材生，应该回去报答故乡的养育之恩。他真诚的嘱托，让我不再犹豫，现在看来，我的选择是

对的，因为在家乡工作的每一天，我都感觉是充实的，因为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更好的服务群众、

锻炼成长、体现价值。 

我为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感到自豪。2011年 6月，我就读研究生期间光荣入党，

至今还记得我向培养老师说的话：“我亲眼目睹了家乡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族群众在党的

关怀下安居乐业，融洽相处，幸福生活，我的成长也离不开党的培养和关心，我希望通过加入中

国共产党承担更多的责任，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回到家乡工作和驻村期间，我更坚定了这个

信念。在我的老家莎车县，小时候我走过的土路、逛过的巴扎、住过的土坯房、喝的涝坝水、点

过的煤油灯，现在都变了样子。我工作的巴克墩村，笔直的柏油路、漂亮的抗震安居房、甘甜的

自来水、水泥防渗渠、整齐的农田，还有幼儿园小朋友最喜欢的羊肉抓饭，看到这些，想起我小

时候陪母亲买菜的场景，他们是幸福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群众做这些，是光荣和自豪的。 

与这些幸福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疆维吾尔族群众身上的“暴徒”标签。当看到部分维

吾尔族青年同胞被“三股势力”蛊惑、欺骗，走上实施暴恐的歧途，成为“三股势力”的“炮灰”，

成为被各族人民群众愤恨唾弃的犯罪分子时，我心里无比痛苦和悲愤。作为一名维吾尔族青年知

识分子，我想在这里与青年朋友们分享几句心语。 

青年朋友们，我们要认清“三股势力”的罪恶本质和险恶用心。2015 年 4 月，我在共青团

中央挂职时到喀什调研，一个女孩对我说：因为被“三股势力”蒙蔽，哥哥对国家和人民造成危

害并受到惩罚，我们非常想念他，惋惜他的愚昧无知，父母眼里从未断过泪水。参加“访惠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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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工作期间我也亲眼见过，那些父母、妻儿为家属的罪行撕心裂肺、痛哭流泪，他们后悔为什

么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亲人。借此机会，我想和维吾尔族青年朋友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反思：

我们从小听到的倡导和平、友善的伊斯兰教什么时候变成了倡导伤害无辜群众、破坏幸福家庭、

将穆斯林群众推向痛苦深渊的伊斯兰教？那些打着“民族”“宗教”旗号，散布谣言和谬论、曲

解历史、蛊惑人心、制造暴恐事件的罪魁祸首，为什么自己不先去所谓的“天堂”？全国同胞记

忆中维吾尔族勤劳、好客印象什么时候被“暴徒”取代了？全国同胞印象中维吾尔族的热情好客

什么时候被“检查身份证”“拒之门外”代替了？五一夜市、人民公园什么时候被取消和安装一

道道安检门代替了？维吾尔族兄弟姐妹们，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只要我们擦亮眼睛，认清“三股

势力”的罪恶本质，配合党和政府铲除“三股势力”的生存土壤和空间，让他们成为过街老鼠人

人打，那些美好记忆的场景就能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 

青年朋友们，我们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现在，全国各族人民正走

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道路上。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维吾尔族，我们也不能落后，我们青年人怎么

样，这个民族就怎么样。近几年，我们身边的优秀的维吾尔族青年尼格买提、努尔艾力、西尔艾

力、古丽米娜等等，他们在全国各种平台上为维吾尔族青年代言，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深受全国

人民的喜爱，他们成功的背后，付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青年朋友们，父母养育我们、国家

培养我们，是期待着我们有所出息，有所作为。对父母的孝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能只停留在

嘴上，更应该付诸实践，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学习，储备丰富的知识、练就生存本领，才能过上

幸福生活，才能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人，赢得别人的尊重。 

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国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蕴含

着中华文化的精髓。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们有义务学好国语，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更多的

求学就业经商机会，掌握现代前沿科技，通向世界，更好的传承和保护维吾尔族文化。驻村期间，

每当我走在乡间小道上，都会有村民让我帮他们翻译填写材料或解释生产生活产品的用法、协调

生意来往等等，村里的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商时也往往会遇到语言的障碍。现在，他们学习国语的

意愿非常强烈，我们开办的双语夜校每期都座无虚席，部分村民甚至站着听课，因为他们后悔在

上学的时候没有学好国语，迫切的想把落下的功课补回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学国语？ 

青年朋友们，我们要跟着共产党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未来。睁开眼睛看看阿富汗、叙利亚、

利比亚这样的国家。几经强权、宗教极端和民族矛盾的折腾，已经国不成国，家不成家，数以万

计的人们流离失所，在痛苦和饥饿中挣扎，在死亡和恐惧的边缘徘徊。这正是“三股势力”企图

引诱我们的方向，难道这就是我们希望追求的生活和未来吗？看看我们站立的红色大地，在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政局稳定，社会秩序井然，各族群众安居乐业，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

过着温馨安康的日子。我们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个繁荣昌盛的国度多么的幸运。如果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殷切关怀，我们可能仍过着朝不保夕、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

更不用说接受好的教育、住在舒适的房子，享受好的医疗待遇。我们要认清谁是敌人、谁是真正

的恩人，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抱有一颗感恩的心，时刻谨记党的关怀和恩情，沿着党指明的方向

前进，追求属于我们的美好生活和光明未来。 

青年朋友们，我相信，可爱的故乡依然凝聚着无数人深深的眷恋，维吾尔族儿女爱这片土地

依然爱得那么深沉。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新疆各族兄弟姐妹团结一心，一定能把我们的

故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新疆，我的家！新疆，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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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家园：警惕“泛清真化”背后的阴谋1 

吐尔孙·艾拜 

清华大学博士生，自治区团校干部 

自治区团委驻和田县巴克墩村工作队成员  

 

我生在新疆、长在新疆、挚爱新疆。对我来说，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那么珍贵，这里的发展

变化又那么熟悉和令人欣慰。每当看到日新月异的故乡，心里无比振奋和自豪。因此，大学毕业

后，我毅然选择回到新疆并参加 “访惠聚”工作，现在在和田县塔瓦库勒乡巴克墩村驻村。 

今年 6 月，在农民家走访时，村民给我说；因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他的儿子曾有一

段时间以父母做的饭“不清真”为由，不在家吃饭，也不跟父母来往。后来，通过政府的教育和引

导，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懊悔愧疚。老人紧握着我的手，说着说着眼圈就

红了。 

可能很多人觉得荒诞不经或不可想象，当时我也很震惊。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在我们的现

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确实存在且不在少数。 

还记得，新疆有些县市尤其是南疆的大部分县城都有“香港巴扎”的地方，也是 80 年代初

-90 年代末全城商品种类最为齐全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在内地生产的商品。由于，群众对内地不

太了解，所以将所有的商品误以为“港货”，巴扎也以此为名。这里是全县最繁华，各族群众购

买日常生活用品必去的地方。小时候，我家的大部分日常生活用品、服饰、零食和玩具都是从这

里买的，也没有太多的顾虑,更没有那么多“清真”不“清真”之分。在学校周边的商店也不乏

在内地生产的零食、饮料和各色各样的文具，深受我们的喜爱。 

但是，与之呈鲜明对比的是，最近几年在我们身边出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在各类商店

和购物场所印有清真标识的商品越来越多了，不仅食品类商品印有清真标识，一些非食品类商品、

服饰也打上了清真标识，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清真牙膏”、“清真肥皂”、“清真盐”、“清真

纸”、“清真化妆品”等等。简单地说，“清真”的概念已经被曲解和利用了、被放大了、被泛

化了。而且，这种蔓延趋势愈发严重，已经影响和干扰到广大维吾尔群众的日常生活，形成了没

有清真标识的产品不敢买、不敢用、不敢吃的现象。 

这种现象甚至蔓延到校园，出现部分少数民族同学以学校食堂做的饭“不清真”为由，不

愿意在学校食堂吃饭；汉族学生在清餐吃饭，有的少数民族学生有意见；还有部分少数民族学生

认为，海鲜类的食品“不清真”，歧视和排斥吃海鲜食品的学生等等现象。以教书育人为己任，

聚集各族优秀青年的知识殿堂都出现这种情况，确实让人惋惜和忧虑，让我们不得不深思“泛清

真化”背后是谁？为什么出现“泛清真化”现象？有何现实危害？如何正确认识“泛清真化”？ 

在我们的社会出现“泛清真化”现象，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部分群众对“清真”概念模糊

不清，对“泛清真化”的现实危害认识不到位，出于朴素的民族感情，将其视为群众饮食习惯的

尊重。因此，我想与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看法，澄清一些错误认识，携手共同抵制“泛清真化”

的蔓延和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 

1．“三股势力”是“泛清真化”的幕后推手。在社会上有些人以为企业在自己的商品打上

“清真”标识属于纯粹的商业行为，是为了开拓消费市场，提高经济利润。这种说法 在维吾尔

                                                        
1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新疆共青团”链接：http://mp.weixin.qq.com/s/IJ4fB6tJSMFQf_TxtVIH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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