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石榴籽民族团结诗朗诵稿小学四年
级的(汇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石榴籽民族团结诗朗诵稿小学四年级的篇一

我是同学们当中最自豪的。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同学的衣服
都是租来或买来的，而我的衣服确是妈妈亲手做出来的，显
得很特别。当同学们得知，这件衣服是我妈妈亲手做的之后，
都围过来看，“这是你妈妈做的，真好看！”“这是真丝的
吗？”“你妈妈真是太厉害了！”

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到他们的那种羡慕嫉妒恨。呵呵！

8点30分到了，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操场。升旗仪式过后，
我们盘腿坐在草坪上观看精彩的歌舞表演。那些表演我们看
得津津有味，有舞蹈团的表演《爱我中华》和《哇哈哈》，
这些表演中，都有我们班的陈蓉婷呢！还有独唱和独舞，独
舞是由六一班的孔雪尼表演的，她表演的是孔雀舞。她最让
我很佩服，因为她居然能跳出杨丽萍的孔雀舞！我一边看表
演一边忙着用相机拍下这难忘的瞬间。

中午，我们吃过了中饭，赶紧走到台上，为什么要走到台上
呢？那是因为台上有一张大海报，那张海报上有我们每个人
的照片，我们赶紧找到自己的照片，然后拍照留念，还要发
到我们班的微博上呢。有幸福就要大家一起分享嘛！

下午，就是我们最最激烈的比赛了——民族知识竞答，我们
信心满满地进入了考点——大音乐教室。首先是图片题，每



个班都在激烈地竞答着。第二类题是判断题，我们班和其他
班全对。到了第二轮——抢答图片题，在这些题里面，有一
题超级难，那道题的内容是：一张图片，上面是一群人穿着
民族服装，要我们说出民族服装的名字。这题实在是太难了，
连出来挑战的同学都回答不出来，结果被五(1)班的余蕾猜对
了，真是太神奇了！最后，我们班和五(1)班各拿了鼓励奖，四
(2)班拿了冠军。

就这样，激动人心的一天就在同学们的欢声笑语中结束了，
我们期待下一届的“民族团结”日活动。

石榴籽民族团结诗朗诵稿小学四年级的篇二

46．弘扬民族精神，促进科学发展。

47．传承中华美德，弘扬民族精神；学习光辉榜样，做“四
有”新人。

48．安居水城我们是一家，民族团结不分你我他。

49．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进步，繁荣民族经济。

50．民族团结人人讲，国家和谐更富强。

51．传承爱国民族精神，开创科学跨越大业。

52．高举民族团结旗帜，共建和谐小康社会。

53．立志成才，无所畏惧，向未来的彼岸远征；报效祖国，
无所保留，向成功的巅峰攀登。

54．为建设团结和谐的民族大家庭而努力奋斗。

55．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56．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

57．努力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

58．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

59．沿袭传统优秀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60．民族团结促和谐，长治久安谋发展。

石榴籽民族团结诗朗诵稿小学四年级的篇三

六月的仲夏，草长莺飞，万物竞绿，麦黄杏熟。因为参加
由xx省民委、xx省教育厅、共青团xx省委、xx省文联等单位共
同组织的在全省范围内举办“石榴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主题征文活动，需要前去我县xx镇一个名叫白杨树坝的
村子走访，因白杨树坝是x县唯一的一个少数民族聚集村而家
喻户晓，多少年以来这个被大山所环绕的村落生活着回汉两
个民族群众，大家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互帮互助，团结友爱，
共同为摆脱贫困面貌、建设美好家乡、过上幸福生活而努力
奋斗着。在这个普通的村落，让人们见证和体现着“民族团
结一家亲，乡村盛开幸福花”的真实境况。鉴于此，我满怀
无比激动的心情来到离x县xx镇东北角，有七公里远的路程的
白杨树坝少数民族村落寻访。此时的白杨树坝村安静祥和，
静卧在那青山绿水中，依稀在向世人默默诉说那千百年来的
往事与风雨。

夏至节气过后第三天，天气晴朗，碧空如洗。我怀着访幽览
胜的喜悦心情走进了这个x县唯一一个汉回聚集的村落。这个
村子我早在九十年代就知晓的，因为那个时代有个在这个村
子的小学担任领导职务的熊校长，他的女儿嫁给了我所在单
位白杨财政所的同事王永宏做夫妻，通过熊校长的女儿的简
单叙述知道了在咱们x县境内xx镇有个名叫白杨树坝的这个村



名。后来也跟随他们两个去了这所简陋的村学熊校长的家做
客光顾了一下，而这个村落只是路过而已，村容村貌依稀不
得了。后来才知道白杨树坝是x县唯一的少数民族聚住村，
在xx镇境内，风景秀丽，气候温和。翻过一个有名的菜籽垭，
顺着宽阔、弯曲的g567国道而行，眼前随着山峰的后移渐渐
地开阔了起来。忽然一转头看见公路左侧有很多人家，也发
现眼前蓝底白字的路牌上清清楚楚地写着“白杨树坝”四个
字。这就是我要寻访的白杨树坝啊！既然我又一次专门来到
了这里，是要去寻访的。它的旧貌一去不复返了，在我的记
忆深处未留下任何痕迹。想着想着，师傅把车缓缓停靠在路
旁，再一次以一个陌生客人的身份重新打量和认识这个村子
的真容吧！

路旁右侧是一块大小不一的河滩，还生长着一排排高大挺拔
的白杨树，人户大多集中这里。看得出来，这个位居国道旁
的自然小组名叫白杨树坝社，全部是新近几年修建的住房，
除了个别仅一层平房而外，大部分都已加盖成了两层楼房。
瓷砖墙面光洁明亮，各色门窗精致优雅。庭前统一用青砖砌
起半人高的花窗子隔栏，形成了既分出内外又不显封闭的小
院。院里有花有草，盆栽的，就地种植的，均打理得整整齐
齐生机勃勃。脚底下能硬化的都硬化了，环境干净漂亮。一
条小溪在村子中间流过，涓涓又潺潺，依依杨柳夹道，连绵
青山环绕，空气纯净，鸟声如洗。白杨树坝村因为此村周围
白杨树多而得名。今日重新得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远眺四周，崇山苍翠，绿水淙淙。山涧里，薄雾缭绕，百鸟
放歌。给人一种漫步仙山之感。走进村子，感觉空气都是纯
净的、绿色的。整齐的村庄，漂亮的楼房，宽阔的活动广场，
古朴典雅的“团结亭”在一排白杨树的掩映中，充满勃勃生
机，更有些许诗情画意。小村子里道路不宽，路边的鲜花在
微风中绽放，娇艳欲滴色彩缤纷。家家户户都有个小小的院
落，种满了应季的蔬菜。院子旁边是汩汩流淌的水渠，在阳
光下清澈见底。小小的村庄一尘不染。在两边青山下，白杨



树坝村的白墙青瓦新楼鳞次栉比，檐廊阁相接，犹如一群拥
挤在山沟里憩息的大雁，显得生气盎然。这就是闻名遐迩的
少数民族聚居村——白杨树坝村。

白杨树坝村是少数民族村，位于xx镇东北部，距离镇政府七
公里，国道567从村内通过。全村有常住人口二百零六户六百
八十三人，其中：回族五十八户一百七十三人，辖六个社
（白杨树坝社、沟门社、董沟社、李山社、张湾社、谈山
社）。全村耕地面积为一千四百七十五亩，林地面积为四千
四百四十三点九亩。有劳动能力三百六十人。全村以劳务输
转、种植、养殖业为主要经济发展支柱。其中大黄和中蜂养
殖为该村的特色产业。

在绿树掩映的村边的民族活动广场上，三四孩子和两位戴着
白色圆帽的老人，在古朴典雅的“团结亭”里悠闲地玩乐，
不时传来一片欢声笑语。我轻轻走过去，跟一位八十八岁的
头戴白帽的回族老人聊聊。老人说他们村子现在变化可大了，
什么都有，超市啊，快递站啊，卫生室啊。老人说的超市和
快递站，我在转悠时发现的，都在不远处的公路边上，既方
便物流，也方便群众。我不禁感叹，村里条件确实改善的不
错啊！老人接过话茬：“这些年到处都发展的快，变化都挺
大的，国家对我们少数民族更是关心和重视，现在民宗局还
负责给我们修复清真寺，与以前相比，的确是享福了。”老
人越说越兴奋：“过尔德节时，县委书记还亲临和我们欢聚
在一起，给我们讲民族团结的政策，谋划村庄建设和经济发
展。”她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说，共
产党确实好！

在村里游转时，碰巧见到了居住在白杨树坝村白坝社村民张
康英，他娘家原来在xx镇权坝村，本来是汉族，嫁到白杨树
坝村后，改为回族。其子马江林，今年三十岁，妻子是该镇
高石村人，现在也是回族。“二十年前，我们村里矛盾不断，
但随着汉回通婚，本社的二十户汉族也主动放弃了养猪；平
时都互相帮助、一起劳动，汉族家里办酒席也请我们回族厨



师，慢慢的关系都很融洽了。”张康英笑着说。

汉回一家亲。汉族村民张喜梅告诉我，“在我们村汉族和回
族都很亲，都是邻居，平时你来我往的，关系都很好。我老
公的大哥就上门到回族家里，现在也是回族，现在在xx镇街
道上修建了两栋楼房，他又是‘牙行’（牲畜经纪人），一
年能挣不少钱，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我们白杨树坝村二百零六户，其中有回族人家五十八户，
白杨树坝社三十八户、黑沟门社五户，其他社十五户，大家
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互帮互助，团结友爱，共同为建设美好
家乡、过上幸福生活努力奋斗，如今的村子是越来越好，日
子也越过越红火了。”村党支部书记李康银笑着说。

白杨树坝村贫困人口六十六户二百六十九人到二零二零年实
现全部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三十三点二四百下降为零，
如期实现村出列、户脱贫，告别了千百年来困扰群众的绝对
贫困问题。现在“好日子是干出来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理念深入人心，全村群众从脱贫攻坚中亲眼看见了家乡
的变化，亲身体会到生产生活的提升，发自肺腑地感恩党，
他们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同源共流奋进新时代迈向
新生活。

xx镇紧紧扭住中央和省市县关于民族团结高质量发展的新要
求，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坚持不懈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脱贫巩固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汉回一家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据上了年纪的村民
回忆，当初村里自然条件差，粮食歉收，村民生活窘迫，邻
里纠纷不断。后来美丽乡村建设和脱贫攻坚的号角吹响整
个xx河，带来了各类扶贫惠农政策，村“两委”班子带头修
路建房，在全村推广花椒种植、加工产业。通过先富带后富，
白杨树坝村实现了富民强村，走出了民族团结的新路子。在
几十年的共同劳动生活中，两族人民关系融洽紧密团结，相
互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同舟共济、团结友爱局面的形成，



得益于白杨树坝深厚悠久的历史传统，更得益于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xx镇准确把握“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鲜明
特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坚定不移贯彻
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把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新时代新xx，有了新目标新任务，
也要有新作为。为了加强多民族互嵌式发展建设，xx镇从就业、
就学、就医等方面入手，积极构建各民族在xx区域交往交流
交融的社会条件，推动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环境，让民族团
结之花在中路河畔绚丽绽放。

近年来，x县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工作，把关心少数民
族生活，推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二零二
一年八月，县委书记李廷俊带领财政、交通、发改、扶贫、
水保等部门负责人实地调研后，召开书记现场办公会议，专
题安排部署了白杨树坝村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工作，落
实各类帮扶经费三十六点五万元。在每年的尔德节、民族团
结进步宣传月、春节等重大节日节点，县委主要领导和四大
班子分管领导带头深入少数民族群众中，关心生活，了解困
难问题，查看脱贫攻坚、产业发展、危房改造等方面惠民政
策落实情况，推动少数民族经济不断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据了解，自二零一八年以来，x县在白杨树坝村已落实各
类发展项目资金五百五十九点四四万元，有效促进了少数民
族地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更好地解决好了饮水、看
病、公共服务设施等民生实事，大大地提高了居民生活满意
度和幸福指数。远在千里之外的援建单位山东李沧区，以极
大的热情和担当、责任组织统一战线参与少数民族地区“精
准扶贫”工作，二零一九年为xx陇南x县xx镇白杨树坝少数民
族村定向捐款二十五万元，发动各界人士拓宽少数民族地区
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竹青丹红梅花伟，龙腾虎跃凤凰飞。其寓意不言而喻。我们



坚信：随着时代的不断向前发展，白杨树坝村落的神韵将焕
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白杨树坝村落的各种奇特景观，无不吸引着全省各地的游客
竞相前往。是的，不管你是陇南人，还是xx人，甚是是省外
人，为一睹白杨树坝村落的美丽神奇的风采，都不惧迢迢万
里，慕名蜂涌而至。神奇白杨树坝，传说缤纷；古韵白杨树
坝，文脉流长；大美白杨树坝，景色秀丽；璀璨白杨树坝，
传统文化艺术的奇葩。待到山中桃花盛开时，我们会再来。

我离白杨树坝时，午后的太阳依然炎热，回头瞅了瞅这个特
殊而美丽的地方。艳阳下，山叠翠，水泛波，树影婆娑。暖
风中，村容俏，百姓安，一派温馨祥和。大片的石榴已经成
熟，露出了红宝石一样的籽粒，它们一粒一粒紧紧地抱在一
起，闪烁着迷人的光彩。在这里集中展示了白杨树坝回汉两
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风
貌，体现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喜人局
面。

石榴籽民族团结诗朗诵稿小学四年级的篇四

61．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好家园，造福各族人民。

62．铭记历史，传承文明，弘扬民族精神。

63．民族团结手牵手，和谐发展心连心。

64．弘扬民族精神，爱我锦绣中华。

65．汇聚民族团结之力创建和谐文明蚌埠。

66．民族团结“昌”达天下和谐发展“吉”祥万家。

67．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68．传承中华文明，共铸民族精神。

69．创先争优助推发展，团结奋进实现跨越。

70．携手共建努力推动民族地区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71．高举民族旗帜，弘扬文化精神。

72．科学跨越体现新疆效率，后发赶超凝聚民族力量。

73．讲团结学典型争当民族团结楷模。

74．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75．民族法制进万家民族团结花盛开。

石榴籽民族团结诗朗诵稿小学四年级的篇五

16．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

17．共栽夏都民族团结之花，共享水城繁荣发展硕果。

18．秉承传统美德，弘扬民族精神。

19．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20．全面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

21．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开创民族团结新局面。

22．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创造先进灿烂中华文化，屹立
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23．犯我中华之天威者，虽远必诛。



24．讲团结，学典型，争当民族团结楷模。

25．坚持唱响民族团结进步主旋律。

26．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27．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28．唱响民族团结主旋律，谱写和谐发展新篇章。

29．发展缔造水城速度，团结展现水城高度。

30．弘扬民族精神，继承优良传统，传承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