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好民族团结模范 促进交往交流交融
——贵州省14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事迹扫描

玛依拉·尼亚孜别克：民族
团结的使者

玛依拉·尼亚孜别克，现任贵阳市观山湖
区第十一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贵阳市政协
委员、观山湖区党代表。她始终在立德树人、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过程中，多渠道搭建各族
师生交往交流交融平台，在生活中坚定不移做
黔新两地民族团结进步的促进者，开展贵阳·
塔城一家亲青少年交流活动，发动在贵阳务工
的老乡积极参与帮扶公益活动，引导大家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有形有感有效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积极贡献。

王有翠：社区“石榴花”灌溉人

王有翠，贵阳市云岩区大营路街道御翠岭
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她以党建引
领，带头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倾听各族群众心
声、与各族群众交朋友、帮助各族群众解决困
难。依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活动中
心”开展“石榴籽”微课堂活动，面对面向居民
群众宣讲党的民族政策，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她组织开展各类丰富
多彩的活动，促进各族居民交往交流交融，让
社区各族群众由陌生到熟悉、由个体到互助，
使各族群众较快融入到社区这个幸福大家
庭。王有翠先后获贵阳市“居民委员会先进个
人”、贵州省“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等荣誉称
号。

王志英：粤师援黔结情缘

王志英，广州市白云艺术中学政教处主
任、贵州省平塘县民族中学挂职副校长。2019
年2月，她积极响应号召，主动请缨走进大山，
成为东西部“组团式”教育帮扶的一员，先后五
次申请延期，一帮就是五年。支教期间，她始
终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将发达地区开拓创新的
理念和先进教育管理经验输入偏远山区，创新
教学模式，摸索教学方法，狠抓学校思政工作，
示范引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增进民族大
团结贡献了智慧和汗水。王志英先后荣获第
二届贵州省“最美劳动者”、黔南州五一劳动奖
章等荣誉。

田永红：讲好中华民族共
同体故事

田永红，曾任铜仁市思南县中小学教师、
思南县民宗局干部、三峡大学特邀教授等。
2007年7月任思南县电视台主任编辑，2013年
8月退休。作为从事民族文化收集、整理、创作
的作家，他用一生的情怀收集、整理、创作了乌
江流域系列文学作品和大量学术专著，用志
书、小说、故事集等多种形式，讲好、写好、践行
好乌江流域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田永红先
后获得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乌江文学奖，被
评为贵州省管专家、省“四个一批”人才。

田锦华：乡村发展的致富
带头人

田锦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市
屯脚镇鲤鱼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他带领
村“两委”和全体村民苦干实干，在基层党建、
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开辟新路径，探索
出一条适合鲤鱼村发展的路子，深入实施“旅
游+”“文化+”等举措，实现旅游综合年收入
1000余万元。不仅拓宽了村民增收致富渠道，
还让“全国文明村镇”“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等金字招牌闪闪发光。田锦华先后荣获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贵州省脱贫攻坚优
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冯岚：用心书写民生“答卷”

冯岚，现任遵义市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委组织部副部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
组书记、局长，四级调研员。她凭着满腔热情，
把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对
各族群众的热心落实在为民解难题、办实事、
谋福祉上，以实际行动带领各族群众共同团结
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用一片丹心书写着改善
民生的答卷。冯岚先后荣获“贵州省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道真自治县履职优秀人大代表”等
称号。

孙红莺：推动音乐文化发展

孙红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化馆研
究馆员。代表作有《我在贵州等你》《上春山》

《永远是一家》等数十首歌曲。她扎根贵州山
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农村精神风貌写
进歌里，写清明写谷雨，写大暑写中秋；将国家
级非遗项目《锦鸡舞》《屯堡地戏》等与流行音
乐结合，全新创作流行歌曲；她为山里孩子创
作歌曲，用普通话和苗语、侗语、布依语等多种
民族语言演唱，增强山区孩子的文化自信与自
豪；她以原创歌曲记录时代发展，将侗族大歌、
苗族飞歌等融入歌曲创作中，传承文化经典，
赓续中华文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
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016年获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

李利：“绣”出乡村美好生活

李利，贵州布依垚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她秉承“抢抓机遇闯市场、创新思路
做服装”的理念，创新性地将优秀传统文化元
素融入日常用品和文创产品中，把传统民族服
饰、箱包制作与现代潮流相结合，使传统产品
焕发出新的生机。她开设绣娘培训班，创建染
坊基地等，在黔西南州晴隆县阿妹戚托小镇打
造文化体验街，并成立贵州布依垚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在兴义市万峰林景区乡愁集市布依八
音堂打造非遗工坊展厅，带领群众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增收，为弘扬中华文化、增进民族团结
作出了积极贡献。李利先后获“全国优秀农民
工”“贵州最美绣娘”等荣誉称号。

刘四黑：助推油茶产业优化升级

刘四黑，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林业局油
茶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20年来，他潜心耕
耘，将玉屏油茶育种与栽培推上新台阶，推进
了武陵山区油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当地民
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力量。刘四黑
被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木本油料分会授予全
国木本油料“工匠精神”，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授予“最美林草科技推广员”，其承担的课题

“油茶良种选育与丰产高效关键技术创新及应
用”被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贵州省科学技术
进步三等奖”。

杨美：“指尖芭蕾”绣出幸
福之花

杨美，贵州巧姐民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负责人。她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和付出，2019
年荣获贵阳市妇女特色手工蜡染类技能一等
奖、“圆梦锦绣巧手脱贫”贵州省第五届妇女特
色手工技能一等奖，同年被选为“毕节市女企
业家商会副会长”，并被贵州省总工会授予“五
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2020 年杨美被评为

“贵州民族蜡染艺术大师”，被省妇联聘为“锦
绣计划智库专家”；2023年当选为贵州省人大
代表。

陈百文：乡村振兴“领头雁”

陈百文，自担任贵州省百里杜鹃管理区普
底彝族苗族白族乡党委书记以来，坚持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带领全乡各族干
部群众围绕“建三园促三交增三感”主题，积极
争取政策、招商引资、因地制宜发展旅游业，打
造世界花园、旅游乐园、幸福家园，全乡建成了
4个乡村旅游景点，推进普底民族乡成为全省
唯一拥有 5A 级旅游景区的乡镇，成为促进各
民族互嵌共荣的幸福家园，促进了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增强了各族群众的认同感、获得感、
幸福感。

顾亚：点亮各族孩子的“心灯”

顾亚，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海嘎
小学教师。他长期坚守在贵州屋脊的“云上学
校”海嘎小学，不断用音乐去点亮孩子们的心
灯，促进各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顾亚先后被中央宣传部、教育
部授予“最美教师”，被贵州省总工会、贵州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贵州省委员会、贵州省妇女联合会授予“最美
劳动者”等荣誉称号。

黄恒礼：心系民生建新功

黄恒礼，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
营镇黄鹤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从军
营到乡村，从正团级上校军官到村官，黄恒礼
始终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用过硬的军人
作风，带领各族群众斗穷山、战贫困，用满腔热
情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2021年，黄恒礼
荣获“贵州省第二届最美退役军人”“贵州省最
美志愿者”等称号。

樊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基层传播者

樊敏，中共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委员会党校民族宗教研究处处长、副研究员。
她三十年如一日，坚守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一
线，全身心投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
究阐释、思想引领、教育培训、宣传宣讲工作
中，创新打造“石榴籽讲坛”“好花红主题班
会”，经常深入基层多元化宣讲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中华民
族共同体理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等，向各族干部群众传播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理念和工作实践。2020
年以来，樊敏先后荣获贵州省“五一巾帼标兵”

“最美巾帼奋斗者”“五好家庭”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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