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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
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
来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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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单位的困难局面，上任之初，他跑市场、
找项目，建产业、抓发展，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和为职工群众
的服务中。去年6月，库车县连降暴雨，屋外的倾盆大雨顷刻
间汇成洪水四处横流，他顾不上自己的屋子正在漏雨，扛起
铁锹向单位200米防洪坝冲去，暴雨冲垮了防洪坝，水已淹进
了十几户居民家。在暴雨中隐约听到妇女和孩子的哭声，他
寻着声音奔了过去，雨中他看到维吾尔大妈搂着两个小孩在
无助的哭喊，他顾不上脱鞋，跳进水里，帮助大妈清除流进
屋子的泥水；随后，又带领纷纷赶来的职工，冒着暴雨投入
到加固堤坝的工作中。事后，维吾尔族老大妈拉着他的手，
流着眼泪说：“你真是我们的好巴郎，”朴实的话语道出浓
浓的民族情。

20xx年的一个晚上，他正在办公室值班，退休职工麻木提的
老伴哭着进了办公室，哽咽着说：“麻木提快不行了，儿女
又不在身边我怎么办？”陈智一边安慰焦急的老人，一边打
电话叫来另一位同志，两人一起把70多岁瘫痪卧床的麻木提
架到车上，送到了县人民医院。当交住院押金时，麻木提的
老伴低下了头，陈智心里清楚她没钱交住院费，便将身上仅
有的1500多元钱交给了医院。在医院里，他忙前忙后，挂号、
联系病房、找医生，推麻木提做各项检查，看着眼前近似父
子关系的民汉两家人，感动了当晚所有值班医生。当做完这



一切已是深夜，他拖着疲惫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

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在705队工作的两年里，队就是他的家，
职工群众就是他的亲人。职工遗孀生活困难，他慷慨解囊；
下岗职工自谋职业缺乏资金，他鼎力相助；职工子女找不到
工作，他四处联络；邻里之间发生纠纷，他主动调解。这两
年，他帮助了多少人？掏出去多少钱？调解了多少矛盾？他
早已不记得了。他默默无闻地做着这一切，是因为他珍视这
份难能可贵的民族情，更因为是责任，对党的事业、群众的
冷暖强烈的责任感。他用一点一滴的言行诠释着一个共产党
员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对民族情谊的珍视。

如今的705队无论是经济状况、民生改善、庭院建设、职工面
貌、还是团结稳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提起这个汉族队
长，全队维吾尔族职工群众没有不竖大拇指的，他们越来越
离不开这个他们眼中的“少数民族”队长。

在局属701队，一提起地勘院的“助学帮困”活动，各族职工
群众无不交口称赞。自2015年起，701队地勘院发起了一项由
职工自愿捐款，成立《助学帮困基金会》，对家庭困难的民
族职工“助学帮困”的活动。几年来，“助学帮困”活动已
捐助少数民族学生36人次，古努尔是701队退休职工，丈夫去
世，每月的退休工资仅有千元，家里有三个孩子，2015年，
已上了两年卫校的大女儿，因交不起学费中途辍学，当女儿
离开心爱的学校时，难过的泣不成声，做母亲的也泪流满面，
她又何尝不想让女儿接受更好的教育呢，做一个白衣天使是
女儿的梦想啊，可她实在无力供养三个孩子上学，去年九月，
二女儿高中毕业考上大学，眼看要重蹈大女儿的覆辙，她心
如刀绞；地勘院《助学帮困基金会》得知这一情况后，如及
时雨般将助学资金送到这个困难家庭的手中，将资助孩子完
成学业，直至大学毕业。当这个饱经风霜的母亲手捧助学资
金时，她热泪盈眶。是啊！她捧着的是一颗颗滚烫的心，一
颗颗期望能以知识改变贫困面貌的爱心。701队各族职工在多
年互帮互助的相处中，建立了割舍不断的浓浓民族情。



在你的身边，在我的身边，到处都有民族团结的感人故事，
它们也许不是惊天动地，但却温暖人心，犹如那涓涓细流，
却能汇成爱的海洋!滴滴雨露，滋润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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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民族团结一家亲》民族团结一家亲，
是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事实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的
国家本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56个民族，56种
习俗，56种语言，56种文化，把祖国的大地装扮的五彩斑斓，
把祖国的天空描画的壮丽灿烂。而我们生活在新疆的各族群
众，更能深深体会到各民族一家人的亲情。就拿我们学校来
说吧，我们身边有很多少数民族同学和老师，大家和睦相处，
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共同学习。我们的汉族同学，谁没有
几个少数民族朋友？我们的少数民族同学，谁没有几个汉族
伙伴？彼此的信赖与默契，构建了我们的和谐校园，真正体
现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新型民族
关系。

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县城，和少数民族
作邻居的家庭比比皆是。如果让我们的同学讲讲邻里关系，
热情好客，彼此尊重一定是大家共有的话题。民族团结的故
事平常而又温馨，多的讲也讲不完。

爱浓与血，在新疆各族人民亲如一家，大爱无处不在。

24岁的陶辉是新疆军区某步兵团一营机枪连的副连职排长。
从一个孤儿成长为一名人民解放军军官，他的命运与一户维
吾尔族家庭紧密相连。



上世纪80年代，陶辉的生父从安徽老家来疆打工，结了婚并
生了陶辉，但是陶辉一岁半时母亲患病去世了，陶辉两岁那
年父亲带着 陶辉四处打工，来到托克逊县夏乡巴扎村，租住
在村民哈里克.买买提家。

哈力克买买提是一名复员老兵。回乡后靠卖羊肉为生。他与
妻子再乃提汗.艾买提养育了三个孩子，生活并不富裕。但他
们却一直竭尽所能地帮助陶辉父子，也从未催要过拖欠很久
的房租。

那时，陶辉的父亲在建筑工地打工，每天早出晚归，根本顾
不上照顾年幼的儿子。活儿多的时候，甚至一连几天回不了
家。他常常买上整箱的方便面，让渐渐长大的陶辉自己用开
水泡着吃。又是方便面吃完了，小陶辉不得不挨饿。哈力克
买买提夫妇很心疼这个孤单的小男孩。陶辉衣服脏了，再乃
提汗.艾买提就拿去一起玩，一起吃饭，一起在炕上睡觉。

有一次，小陶辉到父亲的工地上万，不小心将左臂摔伤，疼
得直哭。再乃提汗.艾买提心疼的落泪，赶紧抱起小陶辉去看
病。

20__年11月，陶辉你的父亲又不幸离世。成了孤儿的陶辉开
始变得沉默寡言。20__年寒假，所有同学都回家了，陶辉无
处可去，一个人躲在宿舍里流泪。

正在陶辉孤单无助的时候，哈利克.买买提来到了他的.宿舍：
“傻孩子，放假了干嘛不回家？”一句话瞬间温暖了陶辉冰
冷的心。从此，哈利克买买提一家正式收养了陶辉，还给他
起了一个维吾尔名字托和塔洪，汉语是“留下来”的意思。

陶辉在这个新家里排行老二，哥哥，弟弟妹妹跟他情同手足，
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再乃提汗妈妈往往你给陶辉多留一点
儿。20__年，陶辉参加高考，哈利克买买提放下手里的活儿，
整整两天站在考场外等候，她想给这个儿子更多地爱和鼓励。



陶辉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不就就接到了新疆大学的录取通
知书，成了一名另人羡慕的国防生。那一天，哈利克买买提
家非常热闹，邻居们都提前来祝贺。

20__年1月，陶辉大学毕业后费裴到新疆军区某步兵团一营机
枪连任副连职排长。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他全部寄给了买买
提爸爸。从那以后他每个月都回给家里寄钱寄物。他还注定
承担妹妹上学的所有费用。

20__年的冬天，陶辉又一段时间没回来探家了，再乃提汗艾
买提妈妈想儿子了，决定去部队看看。她早上9点出门，一路
打听，几经转车，下午4点才终于找到陶辉部队的驻地。见到
陶辉时，妈妈一下子抱住儿子，冰天雪地里母子相拥。陶辉
大声喊道：“阿帕（妈妈）！”母子俩忍不住流下了热泪。

从小经历磨难的陶辉懂得知恩图报，不仅回报父母的养育之
恩还竭尽所能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20__年探亲期间，他
得知贫困学生巴合迪力和夏提古利米吉提面临辍学，当即资
助美人1000元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在部队，陶辉用自己熟悉
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英语的优势主动帮助战友辅导功
课，在他的帮助下两名少数民族战友终于圆了“军校梦”。

陶辉乐于助人事情很多，质朴的感情在陶辉的生父和养父买
买提之间产生，并在陶辉身上延续。陶辉把这份爱传递给更
多的人，传递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让大爱温暖人间，让团结
之花永驻人间。

再来想想，我们多么幸运，因为出生在这样一个繁荣富足和
平美好的时代；我们多么幸运，因为和许许多多不同的民族
生活在一起，感受着不同的文化，创造着共同的未来！

民族团结，是维系中华各民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民
族团结，是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团结，
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民族团结，



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不朽的灵魂！民族团结一家亲，让我们
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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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学校就处在回汉集聚地，记得刚入学时，有些提心
吊胆，因为班级里有回族学生，生怕说错话，惹麻烦、打群
架、其实不然，我校一直将民族团结教育与学校教育学各项
工作进行了有机会整会，在回族开斋节，通过广播、板报、
宣传栏宣传民族团结，避免了同学间的各种摩擦。

现在我校的少数民族簇球、板鞋运动项目，得到了轰轰烈烈
的发展，涌现出了多名出类拔萃的运动员。

多次在全省乃至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获奖。

在这次活动的颁奖仪式上，学校邀请了德州科技学院的王教
授为我们讲解了回族的形成，来源，姓氏等等，为我们答解
疑惑，我们听的津津有味，也学到了许多历史知识。

其实这次参加活动的各位同学，收获的不仅是奖品，更是伟
大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自豪感，更能增强我们各民族之间的
凝聚力，唱响“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彩色旋律。

老舍先生曾说过:“大家语言不同，心可是一样的，握手再握
手，笑了再笑，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总的意思是民族团结互
助”!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繁衍
生息在这块辽阔的地域，一想到这个情景，我的'脑海里就想
起祖国那气势豪迈的《爱我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
支花，五十六个兄妹是一家……”现在的我们，维护民族团
结最好的方式就是简单的四个字——好好学习。

珍惜和少数民族的日子在一起的每一分钟，不做伤感情的事，
与他们和谐相处，共同进步，一起来把祖**亲发展成富裕的



国家。

其实，民族团结就是靠我们青少年，不仅是因为我们与少数
民族是同学，，更多的是我是未来国家的主人，我们各民族
团结一心，才不会被其他国家乘虚而入，被他们击败我相信，
在未来的中国，我们一定会其乐融融，共同来孝敬我们的
祖**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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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是民族团结示范的大家庭。父亲是哈萨克族，母亲是
回族，还有俄罗斯族混血的奶奶，汉族的姑父，维吾尔族、
蒙古族的嫂子，家里的人相亲相爱，慢慢地语言相通，歌舞
相融。

还记得，父亲突发脑溢血，当时可把妈妈和我吓坏了，家里
亲戚赶忙过来抢着看护、送饭、安慰我的妈妈，妈妈经常躲
在门后面偷偷地流下感激的眼泪。如今，爸爸在全家人的帮
助下康复了，虽然腿脚不是很灵活，但有时候和爸爸妈妈走
在街上，爸爸还会快走几步转身笑我和妈妈磨蹭了！

民族团结是一缕春风、一泓清泉、一颗温暖的舒心丸、一剂
催人奋进的强心剂，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才会有社
会的稳定，才会有国家的.进步，才能实现中国梦。

我们是多么幸运，出生在这样一个繁荣富足和平美好的时代；
我们是多么幸运，因为和许许多多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一起，
感受着不同的文化，创造着共同的未来。

请您环顾四周吧！因为民族团结就在你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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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啦，熟啦！快来快来，大家快来尝尝我的包子！”阿米



娜姐姐一边招呼一边端出了热气腾腾的包子。

“包子是羊肉，白菜馅儿的，真香”。伊宁市档案局、市委
党校驻萨依布依街道普夏依曼社区工作队的古哈尔高兴地说
道。

这已不知道是第几次吃阿米娜姐姐包的包子了，自驻社区以
来，阿米娜姐姐就是我们的邻居。她四十多岁，中等身材，
微胖，每天都非常热情的用汉语和我们打招呼。

阿米娜姐姐是社区保安巴图尔·阿布都苏的妻子。记得工作
队刚进驻社区时，吃饭的地方没着落，工作队员每天就吃一
些零食，泡面，阿米娜大姐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
上。晚上，她为工作队端来了一大盘子热气腾腾的.包子，这
是她忙了一个下午的成果。队员们有些不好意思，她看到队
员们有为难情绪，便用汉语说道：“既然大家都成了邻居，
以后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就应该吃一家饭”。看着阿米娜姐
姐诚恳的眼神，队员们不约而同地拿起了包子，此时的阿米
娜大姐笑得更加灿烂了。

此后的日子里，阿米娜大姐会经常邀请队员到她家里吃饭，
问想吃什么。此时大家都会异口同声的答到：“阿米娜艾坦，
我们要吃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