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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明天，上海市民族工作会议即
将召开，回顾上海民族工作过去十
年历程，可以“点赞”之处并不少。在
上海民宗系统的“对口帮扶”下，世
代居住在云南独龙江大峡谷的独龙
族完成了从“刀耕火种”到“现代社
会”的跨越式发展；在中小学校、高
等学府，少数民族的孩子们在平等、
友爱、尊重的环境中接受教育；甚至
连我们所熟悉的海派文化，也早已
融入了民族同胞带来的“文化基
因”。
不论家乡是戈壁沙漠还是雪域

高原、北国边陲或是南国之境，只要
身在上海，这里就是家，我们都是一
家人。

上海交出满意答卷
对口支援工作是上海服务全国

的重要内容之一。从 !""#年至今，
上海已先后援建西藏、新疆、云南、
青海等地区。多年来，上海对口援建
项目主要是贴近百姓生产生活的惠
民工程，如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
设、扶持民族地区经济产业等。除了
多年来大力投入援藏、援疆工作之
外，对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的“对口帮
扶”同样也是上海民宗系统工作的
一大亮点。
从 $%%&年开始，上海民宗系统

开始对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进行
“对口帮扶”，第一个对口帮扶的少
数民族，是聚居于云南德宏傣族景
颇族自治州的德昂族。德昂族是西
南边疆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古代濮
族后裔，人口不到 $ 万，分散居住
在临沧、保山等地区。德昂族的许
多村落位于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
发展极其滞后，被称为“直过民
族”，即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现代
社会的民族。
为了帮助德昂族群众尽快提高

生活水平，上海投入资金为当地群
众改善居住环境、修建道路、医院等
基础设施，开展安居工程建设；从上
海请来“老凤祥”师傅为当地群众进
行玉器加工培训、积极帮助当地产
业发展经济产业；开展整村推进项
目，使许多村寨由贫困村变成致富
村，由脏乱村变为生态村，受帮扶的
农民人均收入大幅提高。
从 $%%&年到 $%'%年主要对聚

居在云南省的德宏、临沧、保山 (个
州市的 )%个自然村实施整村帮扶，
共投入帮扶资金 (&)"万元，安排
*+,项目，使受帮扶德昂族聚居地
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生活条件
得到跨越式发展。
在完成了对德昂族主要帮扶项

目的基础上，从 #-!%年开始，上海
又同时进行对独龙族开展帮扶援助
工作。独龙族是生活在独龙江大峡
谷中的少数民族，人口不到 !万。因
为独龙族聚居地通往外界的交通非
常不便，长期以来生活闭塞，许多地
区至今仍保留着不少原始习俗，有
些老乡甚至在前几年还没有货币的
概念，属于特困地区的特困人群。

上海先后投入了 ,$%%多万元
援建资金，帮助当地群众兴建基础
设施，先后帮助 &个村实施了安居
工程、,个村实施了整村推进工程、
+个村建设特色旅游村。打开独龙
族与外界交往的通道；帮助当地群
众增产增收，进行产业扶持；运用对
德昂族援建中积累的整村推进项目
经验进行复制推广。为实现总书记
强调的“不让一个少数民族掉队”的
目标，上海也积极作出努力。
援建不仅给当地群众生活带去

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而上海援建工
作的认真负责也得到了肯定。在安
居房建设中，援建工作组发现援建
标准中使用的空心砖并不适合当地
地理环境，于是增加了 !.(的投入
将空心砖换成实心砖，使得上海援
建的安居房成为了当地质量最好的
房屋，使得上海援建项目在当地口
碑极好，独龙族老乡常骄傲地说：
“我们的房子是‘上海亲戚’造的！”

教育工作结下硕果
多年来，上海民族教育工作同

样取得了巨大成果。早在上世纪五
十年代，上海就建成了回民中学，目
前全市有 & 所回民中小学及幼儿
园，开办内地民族班的中学达到 $%

所。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华
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行政管理
学校等高等院校相继办起了民族
班，培养了一批文艺、科技、管理等
方面的少数民族人才。

黄浦区回民小学创建于 !"(!

年，由穆斯林捐赠修建，是一所拥有
八十多年悠久历史的经典老校，是

黄浦唯一、上海仅有的三所民族小
学之一。学校曾获全国民族团结先
进集体、上海市少儿茶艺特色学
校、黄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荣
誉称号。
校长方茵告诉记者，学校目前

拥有 ("(名学生，来自 !$个民族。
在 ("(名学生中少数民族学生人数
+* 人，约占全校总学生数的
!(/,0。少数民族学生人数和比例
始终位于全市三所民族小学之首。
方茵说，茶文化教育是学校最

具特色的教育方式。老师们发现各
个民族的共同点，就是都有各自的
茶文化。让孩子们共同学习中华民
族大家庭的茶文化，介绍自己家乡
好茶，和小伙伴们一起泡茶分享交
流，参加“美美小茶人”的评选。茶
文化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向孩子们传
输“平等、奉献、分享”的理念，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上海分别从 1")*年和 $---年

起，开始设立西藏班和新疆高中班。
而上海戏剧学院更是这项工作的先
行者，早在 !"+"年就创办了第一届
西藏表演班，至今已先后举办了近
$-个少数民族班。为藏、蒙、满、鄂
伦春、维吾尔、回、苗、壮、傣、侗、纳
西、哈萨克、京、彝、土、仫佬、土家、
朝鲜等 !) 个少数民族培养了 *--

多名表演、舞台美术、导演、编剧、戏
曲、舞蹈的专门人才。
学院领导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

作，为帮助少数民族同学尽快适应
学习环境，投入资金改善硬件设施，
以适应民族学生的餐饮住宿习惯，
并委派民族辅导员关心学生们的心
理状态，督促同学努力学习；在教学

工作方面，派遣最优秀的师资力量
负责招生、教学、实践。近年来，百老
汇著名演员王洛勇、著名戏曲表演
艺术家马兰、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
服装造型总设计徐家华、著名导演
胡雪桦、著名摄影师侯咏、著名语言
表演艺术家宋怀强等老师均亲自为
少数民族同学授课。
辛勤的付出终获回报，上戏少

数民族班的成材率很高，有不少人
载入中国话剧、电影史册，并且涌现
出一批例如《阿拉木汗传说》、《国家
的孩子》、《西藏的天空》等一批优秀
的民族文艺作品。其中大型话剧《国
家的孩子》荣获“白玉兰话剧集体
奖”、“上海大学生戏剧节最佳剧目
奖”、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优秀剧
目奖，以及上海市委宣传部重大项
目优秀作品成果奖。去年该剧由内
蒙古自治区宣传部选送，获得了国
家“五个一工程”奖。

自然融入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以海纳百川的包容

性著称。来沪生活的少数民族同胞
们，也把他们的家乡的风俗习惯、美
食音乐等“民族元素”带入了海派文
化，如今两者已水乳交融融为一体。
在如今的上海，市民可以方便

地品尝来自天南地北的民族美食，
上海成为不少少数民族餐饮的扬帆
起航之地，“耶里夏丽”餐厅就是其
中的佼佼者。!"")年 !$月，胶州路
!,&号面积约 *-平方米的 2323烧
烤店正式开业了，只有六张桌子，这
就是“耶里夏丽”的前身。

$--$年，在原地址上扩大了营
业面积，并改名为“阿尔曼”烤全羊

清真餐厅。$--(年更名为“耶里夏
丽”清真风味餐厅。同年在田林地区
设立了第一家分店。海派的清真口
味，西域的装修风格，吸引了大量的
消费者，生意大获成功，当年就收回
了投资成本。

第一家分店的成功，“耶里夏
丽”的“连锁发展”计划随之拉开了
序幕。十数年来，企业的技术骨干们
研制了一系列新烹调方式，既保证
了新疆菜的传统口味特色，又满足
上海人对菜品在“色、香、味”上的要
求，打响了“海派清真菜”的品牌。
“耶里夏丽”不仅将新疆美食带来上
海，更是通过美食将丰富浓郁的新
疆文化引入上海，使更多的“耶里夏
丽”美食爱好者通过“耶里夏丽清真
人文风情餐厅”这一窗口，更加直观
地了解新疆、了解新疆文化。
“耶里夏丽”在维吾尔语中意思

是“地球”，这一名字代表着企业不
仅仅是清真美食的传播者的雄心，
更希望成为东西部文化的传递者，
为促进民族文化传播，促进民族团
结，增进各民族相互了解，创建和谐
社会做出贡献。“耶里夏丽”的努力
得到了本市各民族群众及相关部门
的一致称赞与好评。十六年的风雨，
从六张桌子四十平方米发展到现在
拥有十家大型连锁餐饮门店，有十
六个民族组成的员工团队，年接待
顾客 (--多万人次，年销售额达 $

亿多元。伴随着“耶里夏丽”共同成
长，他们也为“民族团结、社会安定”
的社会责任尽一份力。

品尝了来自西域的新疆美食，
海派本土清真饭店同样值得一试。
上海一心斋清真饭店是一家有着
+&年历史的老店，原来是一家国营
清真饮食店，$--$ 年转为民营企
业。“上海一心斋”经营清真宴席，以
特色炒菜为主，同时兼营特色面点，
是定点为少数民族服务的综合性清
真餐饮企业，长期以来由于企业坚
持执行民族政策诚信为少数民族服
务，是许多食用清真食品少数民族
市民设宴的首选之一，春节年夜饭
已订至 $-'&年。

总经理马旺林告诉记者，“上海
一心斋”创建初期，经营面积仅 $--

余平方米，经营品种单一，仅供应清
真点心和花色面点，一年的营业额
几十万元，亏损情况屡屡发生，企业
面临生存危机。$--$ 年转制更名
后，上下一致共同努力，坚守诚信经
营、质量第一、服务第一的营业宗
旨，终于渡过难关。目前“上海一心
斋”经营面积已达 '$--平方米，年
营业额已经突破 '$--余万元，还被
认定为杨浦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马旺林说，上海本帮清真菜饭

店不多，之所以坚持到今天，有很大
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那些老顾客。在
饭店里，经常可以看到白发苍苍的
回族老人横跨几个区来用餐。虽然
说着一口上海话，看上去和其他上
海老人没有任何区别，但他们依旧
保持着独特的饮食习惯，对清真饮
食的要求非常高。“为了他们我也
要做下去，我退休了儿子继续
做。”马旺林告诉记者，他 '-多岁
入行，跟随父亲从事清真餐饮，不
知不觉做了一辈子。而将海派清真
美食发扬光大，为上海各族市民带
来最优质的清真食品，不仅是梦想
与事业，也早已成了他生命中的一
部分。

!"个民族齐聚申城一个都不少
“56个民族56枝花，56个兄弟姐妹是一家。”一曲《爱我中华》歌词朗朗

上口，令人难忘。在现实生活中，中华民族大团结并非只是一句歌词，而是真切
地存在于我们的身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上海市少数民族
人口总数为27.56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2%；56个民族一个都不少。

本报记者 李一能

! 上海体育学院代表队表演的!白族绳操" 资料照片

!!!上海民族工作十年回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