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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民族夫妻的故事
折射出“最后一公里”效应

每逢周一至周五的清晨，翰岭社区广场上总是
乐声悠扬、舞步翩翩。与其他社区不同的是，来自
大江南北的各民族同胞们，总是跳着自编自演的不
同民族舞蹈。

在社区还有一对夫妻——马世雄、罗淑贞，他
们喜结连理的故事传为佳话。“得益于社区帮扶，餐
厅的生意越来越红火。”马世雄说。午饭时间，马世
雄在社区开办的西北菜餐厅十分热闹。这个20多
年前离开甘肃的回族汉子，早已成为“老深圳人”。

上世纪90年代，马世雄来到深圳打拼，在饭馆
学习拉面和烤羊肉串技术。出师后他先是摆了个
路边摊，后又攒钱租下 20多平方米的门面房。同
年离开福建老家的汉族姑娘罗淑贞，也在社区开了
一家小吃店。两人的小饭馆距离不远，原本没有交
集的两人，因为“抢客源”走到一起。

马世雄厚道、聪明，罗淑贞勤快、贤惠，奇妙的
缘分让两人互相吸引，最终结为夫妻。不仅如此，
他们的事业也结合到了一起，经过打拼，食客络绎
不绝，餐厅面积也不断扩大。“是深圳的创业潮让我
们相遇。”罗淑贞打趣地说。

不光是马世雄夫妇，翰岭社区还为各族同胞创业
就业提供支持。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翰岭社区近
年来强化党建引领，建立民族工作台账，为做好服务
工作奠定基础。今年初，深圳发布惠企纾困“三十条”
后，社区积极宣讲政策，尽可能让各民族同胞受益。

“我们加强对社区工作人员的培训，提供更精
准的办事咨询、法律援助、纠纷调处等服务，切实保
障居民合法权益，打通各族群众适应融入城市生活
的‘最后一公里’。”翰岭社区党委书记胡由营说。

深圳市福田区翰岭社区：

民族同心“石榴籽”是这样“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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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体验区。提供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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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深圳福田区首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实践基地落户翰岭社区。在实践基地所在的
党群服务中心，主题展区记录着各民族居民融入城
市的点点滴滴，“石榴籽”读书吧摆放着介绍民族知
识的有关书籍，非遗体验活动吸引着孩子们的目
光，法律顾问现场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越来越多各族
群众进入城市就业生活。近年来，翰岭社区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按照增进共同性、尊
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原则，充分发挥好社区在促进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要平台作用，帮助包括少
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内的各族群众进得来、留得住、
融得进、有发展，大家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
乐，涌现出许多动人的民族团结故事。

正是这种家园意识
让他们真正成为一家人

一有时间，福田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副
会长、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法律顾问团团长
麻根生就会来到翰岭社区为居民提供法律咨
询、法律援助、诉讼等服务，“专业过硬、宣讲接
地气”是居民对他的评价。

“多年来，深圳大力倡导‘来了就是深圳
人’的理念，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帮助各民族同
胞更好融入特区发展大潮。作为在特区关心
下成长起来的律师，我们也要发挥专业优势，
让各民族同胞感受到特区大家庭的温暖。”麻
根生说。

社区对各民族同胞的关心关爱得到居民
认可，大家的“社区主人翁”意识也越来越强。
疫情期间，许多少数民族同胞带着自制“特色
爱心餐”，送给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医务
人员非常辛苦，做一些家常菜，也是为防疫工
作尽一份力。”在他们看来，翰岭社区是“第二
故乡”，一定要尽己所能守护好共同的家园。

“正是这种家园意识，让各民族同胞汇聚
在社区大家庭，真正成为一家人。”胡由营说。
社区把民族工作元素融入日常工作，推动基层
党建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相促互融，激发党员
干部重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责任感使命感；
注重引导各民族同胞参与社区事务，发挥各民
族专业人士作用，协助调处涉民族因素矛盾纠
纷，将各民族同胞的“急、忧、难、盼”发现在萌
芽、化解在基层，进一步推动形成全社会关心、
支持、参与民族工作的良好氛围。

“金字招牌”源自有形有感
有效的点点滴滴

今年 11月，翰岭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实践基地启用。来自云南的傈僳族孩
子和当地民族非遗传承人来到社区，为居民表
演原生态民族歌舞。“‘多彩民族非遗之旅’是
文化艺术交流的盛宴，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
了解优秀民族文化，感受民族团结的氛围，让
教师、家长、孩子们在活动中互交朋友、互相学
习、共同成长。”深圳福田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
会会长孔丽说。

“我们深知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
利。”胡由营说，社区上下的普遍共识，就是要
扎实做好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点
滴，有形有感有效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工作，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单
位）”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不管哪个民族来到我们社区
都是奔着美好生活来的

居民杨虎在社区居住多年，去年 10月，他将 3岁的
孙子从老家接来。可孙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却因疏
忽错过了报名时间。

眼看上学的日期快到了，杨虎十分着急。邻居建议
他到社区工作站寻求帮助。在工作人员多方协调下，依
照政策规定及社区内学校的实际情况，杨虎的孙子得以
顺利入学。“工作人员还主动陪着我办理入学手续，这么
体贴的关心照顾让我心里暖暖的！”杨虎说。

“不管哪个民族的群众来到社区，都是奔着美好生活
来的，我们希望尽最大努力去帮助，让大家切身感受到民
族团结一家亲的浓厚氛围。”胡由营说。

去年 3月，因丈夫离世，居民雷玉吉的生活陷入困
境。社区工作人员获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入户了解其家
庭情况，并协助申请低保。考虑到雷玉吉年龄较大及低
保资料较为复杂等情况，社区工作人员根据清单，一项
项指导。1个月后，雷玉吉终于拿到第一笔低保金，基本
生活有了保障。

“我在这里生活了 10多年，社区把各民族同胞当成
一家人，帮助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如今，雷玉吉已
回到湖南老家生活，但社区工作人员对她的关爱始终

“在线”，不仅时常关心她的身体情况，还协助她办理低
保续保等事项。

胡由营说，根据社区调研情况来看，少数民族同胞在
适应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涉及
就业、社保、子女入学、身份认同等，我们向此发力，及时为
居民纾困解难，共同创建温馨的民族团结大家庭。

近年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进一步升级软硬件设
施，设置“四点半课堂”、非遗文化交流区、纠纷调处综合
服务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示区和读书角

“五大功能区”，打造出微课堂、小剧场、宣传角等“石榴
籽”系列品牌。同时，大力开展“民族同心·筑梦福田”主
题活动，在居民心中种下一颗颗民族团结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