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名县是有着13个少数民族、近3
万少数民族人口的民族大县，省、市民
族工作重点县。近年来，大名县民宗局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统领，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着力推进少数民族特色村镇
建设、民族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努力推
动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开创新局面。

加大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关键
环节

一是在充分利用宣传单、宣传栏及
网站、微信等常规宣传方式的同时，扩
展宣传渠道，通过“民族团结第一课”、
手抄报比赛、广场舞比赛等形式，持续
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六进”活动。
二是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向民族
乡村送文化送科技送健康活动”为抓
手，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开展宣传教
育活动。每年4月、9月份，民族团结文
艺演出、农业科技培训、免费医疗服务
等活动集中走进民族村，进一步扩大民
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的广度和深度。
三是支持各民族村建设民族文化活动
广场，为深挖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文化
认同搭建平台。金北村以郭隆真故居
为载体，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红
色民族文化凝聚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共
同意识。2019 年底，国家民委、省民委
分别命名郭隆真故居纪念馆为“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全省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基地”。

增进民生福祉，夯实民族团结发展
根基

一是积极争取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对大名县的持续支持，围绕“特色民居
保护、基础设施改造、特色产业培育、民
族团结创建、民族文化传承”五个方面，
全面推进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建设，促使
少数民族特色村镇经济社会发展和村
容镇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7
年来，金滩镇金北村、黄金堤乡马时庄
村先后被国家民委命名为“中国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二是依托少数民族发展
资金，优先加强民族贫困村的基础设施

改造提升，有效改善民族贫困村生产生
活条件。在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统
筹整合使用后，积极与县扶贫办对接，
争取更多的扶贫资金、产业项目落户民
族村，放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的撬动作
用，为民族乡村脱贫奔小康提供持续动
力。目前，全县7个民族贫困村已全部
脱贫出列。三是主动为民族企业享受
国家优惠政策牵线搭桥，为民族企业品
牌建设、政策指导提供服务，增强民族
企业发展后劲。近年来，像五得利、名
福、家丰、子丰、宝泰等规模较大的民族
企业发展迅速，成为全县经济发展的

“领头羊”，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民族企
业勇担社会责任，采取结对帮扶贫困
村、吸纳困难人员就业等多种方式带动
贫困户脱贫致富，为开创共同发展、共
同繁荣的大团结局面贡献力量。

创新工作方式，强化民族团结支撑
保障

一是建立健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齐抓共促机制，大名县委常委会专题听
取民族工作汇报，县政府常务会议定期
研究民族工作，县民委委员单位发挥自
身优势参与创建，各乡镇、民族村将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落实到日常，形成了齐
抓共促、通力合作的创建工作格局。二
是不断完善“防”“调”“控”三位一体的
民族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及时排查
登记，及时妥善调解，及时回访跟踪，防
止问题反复，确保各类问题能够抓早、
抓小。三是探索建立民族团结示范典
型培树机制。2016 年底，西营镇村、南
关清真东寺、营镇回族乡被授予“全省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2019
年，依托市少数民族事业费的支持，县
民宗局集中支持金北村、县民族中学、
营镇回族中学等单位打造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活动试点，以示范带动促民族团
结。

（邯郸市民宗局 供稿）

民族团结进步

上世纪末曾有一句话很流行，“八十年代看
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如果给它前面加一句，
那就是“七十年代看邯邢”。“邯邢”即邯邢基地，
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建设
的一个以邯郸为中心的钢铁、煤炭、化工、机械、
建材等综合工业基地。该基地旨在充分开发河
北省邯郸和邢台的煤铁资源，由国家有关部委联
合河北省投资兴建，基地范围北起邢台沙河，南
至磁县都党。邯邢基地的建设，深刻影响了当代
邯郸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更对城市未来的
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邯邢基地”横空出

1972 年 5 月 2 日—6 月 14 日，国家计委会同
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邯邢基地规划团”，一行
249人来到邯郸，对邯郸、邢台地区进行调查研究
后，提出了《邯郸、邢台地区钢铁、煤炭工业基地
综合发展规划报告》。

1973年10月2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
平到邯郸视察，他认真听取了邯郸发展钢铁工业
的汇报后高兴地说：“邯郸是个好地方，我也非常
怀念这个地方。这里有煤有铁有水有电，西部地
下资源多，东部平原又盛产粮棉，条件非常好，比
起西德的鲁尔工业区的自然条件也不差，可以像
鲁尔工业区那样，搞个大型的邯邢钢铁生产基
地。”并对河北省委书记说：“你们省里可以拿出个
详细计划，直接报国务院审批，我支持你们！”

天南海北聚“邯邢”

1974年1月20日，李先念、谷牧、余秋里等在
国务院会见了河北省委及邯邢基地负责人，听取
了邯邢基地领导小组关于邯邢地区的面积、人
口、粮食产量、水资源及矿石、煤炭储量、矿石品
位、煤炭种类、炼钢能力、运输能力等情况的汇
报，李先念副总理高兴地说：“邯邢基地完全可以
建成‘中国的鲁尔’。”在汇报中，当提到基地建设
主要困难是技术人才的短缺时，李先念当场拍
板：“调，从全国各地调。余秋里你要首先保证邯
邢基地人才的需求。”于是，邯邢矿山局、华北矿
建、中煤一建、中煤建安、煤炭设计院、水文地质
局、第一勘探局等一大批央企和全国各地铁矿、
煤矿的勘探、设计、建设、开采人员来到了邯郸。

邯邢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外称作“505工
程指挥部”，总部位置就在邯郸市丛台区中华大
街和丛台路交叉口西北角，现丛台区政府的拐
角楼即是其一部分，至今当地仍存在 505 家属
院。“505 工程指挥部”下设铁矿和煤矿两大部
分。铁矿又包括负责采矿的邯邢矿山局和负责
矿山建设的“冶金矿山建设指挥部”，后者后来
改叫“冶金部华北矿山建设集团（华北矿建）”，
后更名为中国华北冶金建设集团（中国华冶前
身）。1974年8月，邯邢矿山局和华北矿建正式
分开办公。

那时候矿山局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精兵
强将，有来自武钢鞍钢太钢的，有湖南贵州四川
攀枝花的，还有中条山矿甘肃镜铁山矿的，以及
一大批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和复转军人。而华北
矿建的成员中也增加了原省属的五井巷、六井
巷、鞍山矿山设计院、二十冶金建设公司、建字
111部队等，还有著名的马万水工程队。以“马万
水”名字命名的工程队原隶属于宣钢龙烟铁矿，
曾20次创造全国掘进记录。1975年8月马万水
工程队奉命调入邯邢基地冶金矿山建设指挥部，
1999 年 9 月扩建为马万水公司。至今在邯郸市
光明大街向阳路口有一尊马万水的塑像：头戴柳
条帽，脚蹬水靴，腰挎矿灯，目光炯炯，下面是薄
一波同志的题词。

与铁矿建设同步进行的还有煤矿。卫庆前，
原中煤一建宣传部部长、《中煤一建》主编。1974
年，19 岁的他跟随母亲一起从贵阳来到邯郸。
1973年，中煤一建的前身“邯邢煤炭工业基本建
设局”成立，次年更名为“邯邢基地煤炭建设指挥
部”（简称“邯邢煤指”）。中煤一建的职工来自贵
州六盘水矿区（六十三处）、四川攀枝花（十处）、
江西乐平（三十一处）、广东梅州市梅县区（四十
九处）。卫庆前回忆说，“那时候我们每个处都有
几千人。全公司近两万人，算上家属，7万多人，
全都在邯郸安家落户。”

据不完全记载，中煤一建17790人，中煤建安
13807人，华北矿建（中国华冶）14902人，邯邢矿山
局19779人…… 还有中煤建安公司、煤炭设计院、
中煤水文地质局、第一勘探局等。几年间，超过10
万技术工人、30 万人移民邯郸参加邯邢基地建
设。抛开建设的功绩，单从人口迁入的角度考虑，
邯郸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借助邯邢基地建设完成
了几万人的技术移民，这笔财富享用不尽。

“邯邢基地”影响远

邯邢基地曾很“牛气”：1978年1月1日，《新
闻联播》正式播出的第一天，《邯邢基地马万水工
程队勇夺新高峰》的消息作为第二条新闻播出，
时间和头条新闻《邓副主席出席新年招待会》一
样长，都是3分钟；1977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头
版配发编者按刊登《5个重点企业的负责人发表
谈话》，将邯邢矿山局与鞍钢、首钢、上海冶金工
业局和武钢相提并论。1977年，出席党的十一大
的邯郸市代表共6人，其中4人来自邯邢基地。

由于国家发展战略调整和工业用水的缺乏，
邯邢基地1979年在国民经济调整中下马，邯邢两
地的一大批中直单位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道
路。邯邢基地虽失之桑榆，而邯郸邢台却得之东
隅。邯邢基地的建设，改变了邯郸、邢台的产业
结构。使邯郸的钢铁、煤炭从地质勘探到加工，
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邯郸从此成为全国重要的
钢铁、煤炭产区，奠定了河北省的工业基础，形成
了北有唐山、南有邯郸的河北工业格局。

邯邢基地的建设，扩大了邯郸的城市规模，
不仅使让邯郸主城区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而且大
大提升了邯郸的人口素质。1973-1977年，邯郸
主城区增加了13万多人，邯郸也从此成为全国水
文地质、勘探、矿山建设、设计等专业人才最为集
中的城市。邯邢基地的建设，为邯郸新增了一所
大学——河北煤矿学院。为培养邯郸自己的煤
矿专业人才，经国务院批准，1978年在河北峰峰
煤矿学校的基础上开办了“河北煤矿学院”，隶属
于煤炭工业部，后更名为河北矿业学院、河北煤
炭建筑工程学院、河北建筑科技学院，为今河北
工程大学的主体之一。

邯邢基地的建设，丰富了邯郸本地的文化。
邯邢基地超过30万的移民，再加上计划经济年代
天津援建邯郸四个大型棉纺织厂超过5万人的移
民，极大地提升了邯郸市普通话的普及水平，邯
郸市从此成为普通话普及水平较高的城市之
一。邯邢基地建设在改变邯郸面貌、促进邯郸经
济发展的同时，还在短时间内让邯郸接受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文化冲击。各种风俗在这里交融，各
种观念在这里碰撞。东北人的豪爽大度、南方人
的精明干练交汇于此，四川的麻辣烫与陕北的信
天游同煮一锅，它们一古脑儿地被邯郸吸收接
纳，发酵成新的邯郸人文精神。

曾 经 的“ 邯 邢 基 地 ”

我从未尝过失业的滋味，这在于我
从不把工作视为毫无乐趣的苦役，能从
工作中找到无限的快乐。

工作使人奋发有为。工作以最卑微
的储蓄表示出来，并奠定幸福的基础。
工作是增添生命味道的食盐。但人们必
须先爱它，工作才能给予最大的恩惠、获
致最大的结果。我初进商界时，时常听
说，一个人想爬到高峰需要很多牺牲。
然而，岁月流逝，我开始了解到很多正迈
向高峰的人，并不是在“付出代价”。他
们努力工作是因为他们真正地喜爱工
作。任何行业中往上走的人都是完全投
入正在做的事情，且专心致志衷心喜爱
所从事的工作，自然也就成功了。

热爱工作是一种信念。有些人不
够聪明，他们对工作过分挑剔，一直在
寻找“完美的”雇主或工作。事实是，雇
主需要诚实、努力且业绩优秀的雇员，
他只将加薪与升迁的机会留给那些格
外努力、格外忠心、格外热心、格外有效
的雇员，因为他在经营生意，不是在做
慈善。工作越是困难或不愉快，越要立
刻去做。如果等的时间越久，就变得越
困难。收入只是工作的副产品，做好你
该做的事，出色完成你该做的事，理想
的薪金必然会来。更重要的是，我们辛
劳的最高报酬，不在于我们获得了什
么，更在于我们会因此成为什么。

所以，我从未像有些人那样抱怨雇
主：“我们只不过是奴隶，我们被雇主压
在尘土上，他们却高高在上，在他们美丽
的别墅里享乐：他们的保险柜里装满了
黄金，他们所拥有的每一块钱，都是压榨
我们这些诚实工人得来的。”我不知道这
些抱怨的人是否想过：是谁给了你就业
的机会？是谁给了你建设家庭的可能？
是谁让你得到了发展自己的可能？如果
你已经意识到了别人对你的压榨，那你
为什么不结束压榨，一走了之？

工作是一种态度，它决定了我们快
乐与否。同样都是石匠，同样在雕塑石
像，如果你问：“你在这里做什么？”他们
中的一个人可能就会说：“我正在凿石
头。”这种人永远视工作为惩罚，在他嘴
里最常吐出的一个字就是“累”。另一个
人可能会说：“我正在做雕像。这是一份
很辛苦的工作，但是酬劳很高。”这种人
永远视工作为负担，在他嘴里经常吐出
的一句话就是“养家糊口”。第三个人可
能会放下锤子，骄傲地指着石雕说：“我
正在做一件艺术品。”这种人永远以工作
为荣、工作为乐，在他嘴里最常吐出的一
句话是：“这项工作很有意义。”

天堂与地狱都由自己建造。如果
你视工作为一种乐趣，人生就是“天
堂”；如果你视工作为一种义务，人生就
是“地狱”！

以工作为乐以工作为乐,,人生就是人生就是““天堂天堂””
洛克菲勒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
春天的脚步近了。”面对久违的、如
约而至的春天，我想亲切地道一
声：“你好，春天！”

久未谋面，甚是想念。经历了
秋的寂寥和冬的凛烈，我们迎来了欣欣向荣的春
天。春风化雨，春是温和的、湿润的、舒适的、沁
人心脾的……我穷尽所有的词汇和想像也难以
形容你。

你好，春天！你就像一位少女，轻柔地走过
大地的每个角落。你是那样深情——冰冷的小
溪泛起阵阵涟漪，唱起欢快的歌曲；沉睡的迎春
花伸展腰肢，露出灿烂的笑容；蛰伏了一冬的小

生命偷偷地探出头来，好奇地打量着新世界；还
有那分别了好几个月的小鸟，也在你的呼唤下飞
回来，赴一场春的盛宴。

你好，春天！你就像一个新生的生命，是崭
新的、充满活力的，同时也是嬗变的。你时而阳
光明媚，时而雨雪交加，时而轻风送暖，时而漫天
黄沙……但谁又会因为你的调皮而不喜欢你
呢？人们争先恐后地拥抱你——拥抱你的呱呱

坠地，拥抱你的蓬勃生机，拥抱你
天真灵动的气息，拥抱你孕育的
生生不息的期冀。

春天，该怎么描绘你呢？你
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带

来的欣喜；你是“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带来
的明艳；你是“春日游，杏花吹满头”带来的追寻；
你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带来的生机盎
然；更是“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的恋恋
情怀。

春天你好！愿你赶走阴霾，为人间带来温
暖、安康和快乐！

（作者单位：后勤服务中心）

春天春天，，你好你好
苗志华

邯郸市2020年“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事迹材料选登——

大名县民宗局
全力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作为邯郸银行的一名老客户，在丛
台科技支行成立五周年之际，我的心中
感慨万千，往事点点滴滴涌上心头。

记得最初来丛台科技支行办理业
务的时候，年轻的工作人员热情且有朝
气的服务瞬间感染了我，工作人员说的
每一句话都礼貌又客气，让我如沐春风
般的舒心。看着眼前一张张年轻的脸，
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

虽然已经过去快五年了，但我对第
一次来丛台科技支行办理业务的场景
记忆犹新。帮我办理业务的小姑娘胖
乎乎的很可爱，跟我说话的时候一直笑
眯眯的。她耐心地听我说话并及时地
回复我，却也不影响她的手飞快地敲打
键盘办理业务。临走前她说：“我们是
新开支行，谢谢您的支持，期待您再次
光临。”看着她笑意盈盈又充满期待的
眼睛，我当时就想着以后一定要常来。
后来知道小姑娘叫杜亚楠，现在我们彼
此之间已经很熟悉了，每次来的时候，
小杜还是一如既往地笑脸相迎，就像五
年前一样。

这五年里，虽然大堂经理换了好几
任，但每一位大堂经理都给我留下了深
刻而美好的印象。有一次，我在办完业
务后不小心将身份证遗落在支行大厅，
大堂经理几经周折及时联系了我，因为
我有事不能及时去取回身份证，第二天
一早又要用身份证，那位大堂经理便在
下班后又耐心地等待了我半个小时。虽
然现在我已经不记得那位高高胖胖的大
堂经理的名字，但当我回来取身份证时，
他那张迎上来的笑脸让我毕生难忘。

五年的时间过得真快，快到我看到
小杜的笑脸仿佛跟五年前第一次看到
她时只昨日之隔。五年的时间过得真
慢，慢到我回忆起跟丛台科技支行的种
种，仿佛千言万语不能言尽。丛台科技
支行马上就五周岁了，而我和丛台科技
支行认识也快五年了。我愿意继续陪
着丛台科技支行走下去，也相信丛台科
技支行会越来越好。真心地希望我和
丛台科技支行之间，我陪着你“长大”，
你陪着我到老……

（作者为丛台科技支行客户）

我和丛台科技支行这五年我和丛台科技支行这五年
侯大海

骑牛歌
【清】陆师词 刘弘瑛书

牛背儿童自放歌，头头注涧复逾坡。
问渠何法牛驯扰，鞭挞无惊刍牧多。

农历正月初十上午，天空蓝蓝
的，春风暖暖的，低垂着的柳树枝条
轻柔地摇摆，嫩绿嫩绿的柳芽染出
了初春的颜色。我和几名驻村帮扶
工作队员驱车来到柴庄村调研了解
村“两委”换届工作。

在向包村镇干部和村干部仔细询问换届进
度情况后，我步入了到处蕴含勃勃生机的村庄。
村内小游园南边墙上排列着红色文化展板，记载
着抗日战争各阶段著名战役简介，把观众的思绪
带回艰苦卓绝的铭心岁月。北边老屋破旧的木
门、土墙和青砖仿佛诉说着过往生活的艰辛与不
易，窗棂子木头骨架被烟火熏染得结实而黝黑，
上面崭新雪白的新窗纸覆盖了过往日子的辛劳，
给平实的生活增添了几分清新。西边农家院落
里飘来老母鸡下蛋后邀功似的“咯咯哒、咯咯哒”

的叫声，给这个脱贫出列的村庄带来了新鲜气
息。东边那间平房已被改造成“爱心理发屋”，浅
黄色屋顶上张贴着“为人民服务”。

做完“功课”的我，像一只春天里的小鸟轻快
地飞向村东边的田野。信步走在松软的土地上，
仰望杨树顶上丫杈着的鸟窝，勾起我童年充满趣
味的美好记忆，放眼前方矗立入云的铁塔，引发我
忆起少年时代的雄心壮志。一年之计在于春。田
间地头，忙碌着村民春耕备耕的身影。干涸土地
和嗷嗷待哺的麦苗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从井里抽出

来的甘露，清冽井水在春日阳光
的照耀下映出碎银般的光亮。麦
田里直立着的铁锨、安卧的脸盆、
躺着的高筒雨靴是农民为麦苗补
充营养的工具。那伸向远方的平
坦的乡村小公路，是已摆脱贫困

的村民奔向小康生活的纽带，也寄托着我作为驻
村第一书记——一位农民后代对田园生活和故土
绵长的依恋，对即将走向乡村振兴的村民的美好
希冀。

走在松软的土地上，我仿佛看到热爱生活、
珍惜生活、创造生活的老乡们，正沐浴着和煦的
春光，扬眉吐气地走进心驰神往的春天里。

（作者为河北省散文学会会员、河北省采风
学会会员、邯郸市作家协会会员，人行邯郸中支
肥乡支行驻肥乡区柴庄村第一书记）

走 进 春 天走 进 春 天
何利军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
入屠苏。”步入而立之年，留在心底
最美的记忆，依然是过年。

小时候，过年是噼噼啪啪的鞭
炮，是五颜六色的糖果，是崭新的压
岁钱，更是爷爷笔下饱含吉祥美意
的春联。在我们村子里，能写对联
的都是读过书练过字的人，通常会
被乡亲们高看一眼。一进腊月，爷
爷家便热闹起来，每天都有人来送
红纸、取对联，人来人往、络绎不
绝。爷爷也从不嫌麻烦，总是认真
记下大家的要求，耐心地将红纸裁
成合适的大小，再根据不同情况写
上相应的吉祥话。比如贴在厨房门
前，爷爷会写“堂内精心调五味，堂
肖聚首会三亲”；贴在入户大门，爷
爷会写“福星高照全家福，春光耀辉
满堂春”；刚结婚的新人家里，爷爷
会写“映日红莲开并蒂，同心伴侣喜
双飞”；家中有考生的，爷爷会写“十
年 寒 窗 终 有 报 ，长 风 破 浪 会 有
时”……每年这个时候，爷爷家的屋
里、院子里就会挂满大大小小的春
联，而我的工作就是把爷爷写好的
春联晾干、卷好，等着乡亲们来将它
们取走。除夕一到，家家户户都会
把春联贴在门口，这时我会自豪地
跟小伙伴炫耀，这是我爷爷写的。

多年过去，依然能想起当时的那种
喜悦和自豪。

长大后，过年是一张回家的车
票，是一场遥远的奔赴，是一家人
一定要在一起的最大理由。初一
早上吃饺子是我家多年来雷打不
动的习惯。从三十下午开始，剁馅
儿、和面、擀皮儿、包饺子、烧水、煮
饺子，全家上下人人参与，一边干
活一边聊天，脸上洋溢的全是喜
悦，嘴上说的全是祝福。吃饺子最
有趣的环节莫过于看谁能吃到那
个包着硬币代表幸运的饺子，吃到
的人会得到全家人送上的祝福，预
示着新的一年会有好的运气。

今年春节，有很多人因为疫情
防控需要留守驻地不能与家人团
聚，这其中有无奈，有迫不得已，也
有思念家人的伤感。然而与此相
伴的，也有同样的年味，同样的新
年期盼。不能面对面地表达祝福，
但可以通过手机、电脑，随时随地
和远方的家人语音、视频聊天。等
疫情过去，等明年、后年，等很多年
以后，我们可能还会想起这个特别
的新年。

过年，无论故乡还是他乡，只愿
人间喜乐，山河无恙。

（作者单位：人民路支行）

过 年过 年
朱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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