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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家园：警惕“泛清真化”背后的阴谋1 

吐尔孙·艾拜 

清华大学博士生，自治区团校干部 

自治区团委驻和田县巴克墩村工作队成员  

 

我生在新疆、长在新疆、挚爱新疆。对我来说，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那么珍贵，这里的发展

变化又那么熟悉和令人欣慰。每当看到日新月异的故乡，心里无比振奋和自豪。因此，大学毕业

后，我毅然选择回到新疆并参加 “访惠聚”工作，现在在和田县塔瓦库勒乡巴克墩村驻村。 

今年 6 月，在农民家走访时，村民给我说；因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他的儿子曾有一

段时间以父母做的饭“不清真”为由，不在家吃饭，也不跟父母来往。后来，通过政府的教育和引

导，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懊悔愧疚。老人紧握着我的手，说着说着眼圈就

红了。 

可能很多人觉得荒诞不经或不可想象，当时我也很震惊。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在我们的现

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确实存在且不在少数。 

还记得，新疆有些县市尤其是南疆的大部分县城都有“香港巴扎”的地方，也是 80 年代初

-90 年代末全城商品种类最为齐全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在内地生产的商品。由于，群众对内地不

太了解，所以将所有的商品误以为“港货”，巴扎也以此为名。这里是全县最繁华，各族群众购

买日常生活用品必去的地方。小时候，我家的大部分日常生活用品、服饰、零食和玩具都是从这

里买的，也没有太多的顾虑,更没有那么多“清真”不“清真”之分。在学校周边的商店也不乏

在内地生产的零食、饮料和各色各样的文具，深受我们的喜爱。 

但是，与之呈鲜明对比的是，最近几年在我们身边出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在各类商店

和购物场所印有清真标识的商品越来越多了，不仅食品类商品印有清真标识，一些非食品类商品、

服饰也打上了清真标识，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清真牙膏”、“清真肥皂”、“清真盐”、“清真

纸”、“清真化妆品”等等。简单地说，“清真”的概念已经被曲解和利用了、被放大了、被泛

化了。而且，这种蔓延趋势愈发严重，已经影响和干扰到广大维吾尔群众的日常生活，形成了没

有清真标识的产品不敢买、不敢用、不敢吃的现象。 

这种现象甚至蔓延到校园，出现部分少数民族同学以学校食堂做的饭“不清真”为由，不

愿意在学校食堂吃饭；汉族学生在清餐吃饭，有的少数民族学生有意见；还有部分少数民族学生

认为，海鲜类的食品“不清真”，歧视和排斥吃海鲜食品的学生等等现象。以教书育人为己任，

聚集各族优秀青年的知识殿堂都出现这种情况，确实让人惋惜和忧虑，让我们不得不深思“泛清

真化”背后是谁？为什么出现“泛清真化”现象？有何现实危害？如何正确认识“泛清真化”？ 

在我们的社会出现“泛清真化”现象，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部分群众对“清真”概念模糊

不清，对“泛清真化”的现实危害认识不到位，出于朴素的民族感情，将其视为群众饮食习惯的

尊重。因此，我想与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看法，澄清一些错误认识，携手共同抵制“泛清真化”

的蔓延和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 

1．“三股势力”是“泛清真化”的幕后推手。在社会上有些人以为企业在自己的商品打上

“清真”标识属于纯粹的商业行为，是为了开拓消费市场，提高经济利润。这种说法 在维吾尔

                                                        
1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新疆共青团”链接：http://mp.weixin.qq.com/s/IJ4fB6tJSMFQf_TxtVIHYg 

 

 

http://mp.weixin.qq.com/s/IJ4fB6tJSMFQf_TxtVIH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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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社会有一定的市场。的确，疆内外一些企业为了谋一己之私，利用群众朴素的宗教感情，对自

己产品进行肆意炒作，恶意扩大“清真”概念，误导消费者，侵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同时我们

更要看到，“泛清真化”现象的出现绝不是空穴来风，它是“三股势力”在新疆发起的一场有预

谋、有计划的无硝烟的战争。 

在新疆，“三股势力”的分裂破坏活动从未停止过，为了实现他们的阴谋，不停地变换惯用

方式和采取各种伎俩。在严打态势下，“三股势力”已成为过街老鼠，不能也不敢公然挑战和扰

乱社会秩序。目前，新疆的稳定形势有向好态势，暴恐案件大幅下降，“三股势力”的嚣张气焰

被打下去了。但是，“三股势力”并不甘心失败，将分裂破坏活动从社会领域延伸到思想领域，

将“泛清真化”作为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的新方式，与政府争夺群众的新途径，进行对抗的新手段。

他们混淆是非，恶意扩大“清真”概念，向群众宣传极端思想。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农村，一些群

众受到“泛清真化”的影响，不住政府修建的富民安居房，认为不清真；结婚时不领结婚证，认

为不清真；不买内地生产的生活用品，认为不清真。甚至出现将政府修建的学校和清真寺也认为

不清真，不到清真寺做礼拜、不让孩子上学的情况。这都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悲剧，“三股势力”

通过“泛清真化”蒙骗和裹挟群众，进行软对抗，从事分裂破坏活动的罪证。 

2. 宗教极端思想是“泛清真化”的源头。为了更好的服务少数民族群众，满足他们的日常

生活需求，管理部门对“清真”概念和“清真”标识的使用早已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和规定。“清

真”是符合群众饮食习惯的意思，并只限于食品行业，不含肉类、乳类及食用油成分的食品，不

得冠以“清真”字样，非食品类的商品更不能印有“清真”标识。但是，“三股势力”伪装成虔

诚信教者，故意曲解“清真”概念，对其作出极端化、欺骗性的解读，不断扩大“清真”的范围，

试图通过“泛清真化”控制信教群众，制造浓厚的宗教氛围，破坏正常社会秩序，也导致部分群

众对伊斯兰教的误解。 

驻村以来，我们的工作队在村里举办了多场大型文艺活动。起初，村民的积极性并不是很

高，几乎没有村民主动跳舞唱歌，有时候来都不愿意来。因为，这里的村民曾经都或多或少的受

到过宗教极端思想的侵蚀，形成了跳舞唱歌是不清真的怪论。前不久，一个村干部说；邻居认为

他是党员，又是村干部，平时也不参加宗教活动，拿的工资不清真，不是“真正的穆斯林”，连

续两年与他没有进行任何来往，一些村民对他的态度也有所变化。这都是“泛清真化”蔓延后的

极端表现。“泛清真化”的实质是打着宗教的幌子、披着宗教的外衣、以宗教活动为借口的极端

主义，背后是煽动宗教狂热和“泛伊斯兰主义”，源头是宗教极端思想。放任“泛清真化”就是

为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渗透开路。 

3. 制造民族隔阂和分裂祖国统一是“泛清真化”的险恶目的。一个暴徒在忏悔中说，原本

他和家人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三股势力”利用他对教义的无知，经常给他讲关于“圣战”的

事情，说只要进行“圣战”，死后就可以不受“审判”，直接进入天堂。在他们的蛊惑蒙骗下，思

想上产生了实施暴恐的念头，误入歧途，现在为自己的罪行后悔不已。这并不是例外，为什么暴

恐分子对手无寸铁的群众举起屠刀，滥杀无辜。因为，他们深受宗教极端思想的侵噬。在暴恐分

子看来，我们是“非穆斯林”或“异教徒”，是他们以“圣战”名义驱除的对象，是他们“升天

堂”的传送门。近几年，在新疆发生的暴恐案件背后都有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子。“三股势力”借

助宗教极端思想蛊惑人心，招兵买马，大肆鼓吹和宣扬所谓“圣战殉葬进天堂”的谬论，让受到

蒙骗的群众成为他们的低级“炮灰”。他们通过“泛清真化”企图营造浓厚的宗教氛围，以此推

动宗教狂热和宗教极端，为实施暴力恐怖提供滋生蔓延的土壤。他们把群众简单的分为“穆斯林”

和“非穆斯林”、“真穆斯林”和“假穆斯林”，排斥爱国宗教人士和部分信教群众，在不同民族、

信教群众内部、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之间制造隔阂，把信教群众当作他们实现分裂国家罪恶

目的的工具。“泛清真化”绝不是一种商业活动，也不是对群众饮食习惯的尊重，更不是宗教教

义的遵守，而是彻头彻尾的歧视其他民族和不信教群众，制造矛盾分裂国家的罪恶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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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极端与愚昧暴力永远是一对孪兄弟。“泛清真化”和宗教极端将我们的社会和民族引向

痛苦深渊。我们维吾尔族同胞尤其是青年朋友们必须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看清“泛清真化”

的本质，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青年处在人生的黄金时期，肩负着父母和家人太多太多的期许，

有抱负，有理想，也有干一份事业的激情。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更加谨慎，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

子，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毕竟，国家培养一个优秀青年不容易，父母养育一个大学生更不容易。 

1. 青年朋友们，我们要坚决抵制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青年是社会中最为活跃的群体，正

处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求知欲和探索新鲜事物的好奇心旺盛时期，涉世未深但又有较

强的热情，所以更容易成为“三股势力”蛊惑蒙骗的对象。近年来，“三股势力”公然声称“宗

教化、年轻化”的险恶目标，加紧对青年的思想意识形态渗透，妄图蒙蔽我们的青年成为他们实

施暴恐的工具。青年朋友们，当我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读书，接受名师的指点和教诲，享受国家

的奖助学金，过着安稳舒适的生活时，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是谁给我们的？不就是这个伟大的国

家、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吗？“三股势力”始终企图借助宗教极端思想玷污我们的家园，以或明或

暗的方式引诱蛊惑我们的青年，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我们身边不乏被“三股势力”蒙蔽，误入

歧途，毁掉前程的青年。父母期待我们有所作为，有所出息，他们脸上的一丝丝皱纹，头上的一

根根白发就是对我们深深地牵挂。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珍惜当前，偏听偏信“三股势力”的

荒诞谬论，容忍他们将魔爪伸向社会？！这样的事党和政府决不答应，我们的父母决不答应，我

们的青年决不答应。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是幸福的源泉，我们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抵制宗教极

端思想渗入玷污我们的家园。 

2.青年朋友们，我们要成为维护民族团结的先锋。由于所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各族

群众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文化上的共性大于差异性。“三股势力”

以“泛清真化”、散布宗教极端思想和“圣战殉葬进天堂”等种种谬论，企图放大不同民族之间

的习俗差异，进一步固化民族边际，强化民族意识，营造无形的隔离墙，在各族群众之间引起猜

忌和矛盾，破坏各民族团结友爱的局面。我在内地上学时，当时全班就我一个维吾尔族学生，平

时与老师同学的关系非常融洽，除了饮食习惯，其他方面从不觉得自己与别人不同。再看看我们

的社会，各族群众一起工作学习，我们都有其他民族的同事和朋友，大家在交往的过程中发现什

么差异了吗？其实，除了饮食习惯略微不同，也没有别的差异。我们身处在多民族、多元化的环

境中，这是我们巨大的财富。在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始终一起工作和生活，可谓形影不离、低头

不见抬头见，我们很有必要相互了解，相互学习。但是，如果按照“泛清真化”的那套歪理邪说，

我们各族群众就不能在一个餐厅、一个桌子上吃饭，甚至不能在一起工作学习。试问，如果我们

饭都不能一起吃，工作都不能一起干，哪来的相互学习和交流？此外，现在部分维吾尔族青年存

在乐于搞小团体小圈子，不跟其他民族青年交流交往交朋友，这些极端错误的思想和行为。一棵

树的成长就是从周遭不断汲取能量的过程，一个人的成长同样也是从不同的食物汲取营养的过

程，各民族的青年就是给我们提供必要营养的源泉。只有开阔胸襟，从他们身上汲取正能量，我

们才能健康成长，我们青年应该成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推动者，越是“三股势力”企图破坏

民族团结的时候，我们越要团结一心，维护民族团结。 

3. 青年朋友们，我们要成为崇尚现代文明的典范。我们常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意思

就是只有与时俱进，才不会被淘汰，一个人也一样，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宗教也一样。在

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形成了各自特有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这都是我们共同的宝贵财富。

但是，就因为它是长期的实践积累，所以难免出现陈旧、不适应时代要求的内容，需要我们取其

精华，弃其糟粕。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些内容当时是符合实际的、先进的，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已经过时了，不符合时代要求了，需要毫无保留地摒弃。“泛清真化”的作祟者们号称自己按

照所谓的“教义”行事，还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他们不仅自己曲解教义，还歧视和排斥无辜群众。

仔细想想，要以 1000 多年前的教义规范我们的一切生活，可行吗，明智吗？更何况“泛清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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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就是对教义的曲解。我们要知道，宗教并不是一个民族的全部，不能涵盖一个民族的全部文

化，更不能作为一个民族的标识。客观的讲，浓厚的宗教氛围和对教义的刻板理解已经成为我们

维吾尔族发展进步的障碍，那些紧紧抱着教条不放、曲解教义的人已成为我们进步的绊脚石。青

年朋友们，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一个人、一个民族永远不能置身于现代社会之外。我们要

紧跟时代的步伐，打破思想的禁锢，跳出那些条条框框，敢于批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引导

我们的社会崇尚科学，崇尚文明，向前发展。 

同胞们，我们站立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故乡，我们怎么样，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这个国家

就会怎么样。我们要准确认识“泛清真化”的危害及其背后的阴谋，澄清思想上的一些错误认识，

避免“泛清真化”和宗教极端成为我们进步的障碍。 

 

双双清华硕士毕业 90 后维吾尔族小夫妻南疆驻村、宣讲的心里话1 

艾斯喀尔·亚森（自治区团委学校部） 

苏毕奴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组织人事处） 

 

我叫艾斯喀尔·亚森，出生成长在莎车县，2003 年考上内地新疆高中班，后来又考上清华

大学，取得了工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我爱人叫苏毕奴尔，来自边陲小城博乐，本科就读于中国人

民大学，在清华取得文学硕士。来自天山南北的我们相识相爱在美丽的清华园，在清华双双取得

硕士学位以后一起回到了家乡。目前，我在自治区团委学校部工作，苏毕奴尔在自治区人民政府

办公厅组织人事处工作。 

新疆是多民族聚集地，在我们的记忆里，各民族小伙伴一起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我们共同学

习，共同生活，时至今日，仍然互相关怀、情谊绵长。在那样安定祥和的年代，各民族同胞情同

手足，和谐融洽，我们从未感受到自己与周围的伙伴有什么不同。走出新疆，来到内地求学，我

们努力融入学校集体，深受老师同学的恩泽和母校的关怀，也并未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异乡人。特

殊的面貌特征，让我们极易吸引周围人的目光，无论我们的优点还是缺点都会被一定程度放大，

并与“维吾尔族”这样一个对他们来说比较陌生的名词联系在一起，当时的我们认为自己就是维

吾尔族的代言人，因此格外注意一言一行。然而，随着新疆一系列暴恐案件的发生，恐怖势力的

魔爪也伸向了内地。当时每每发生暴恐事件，跟所有在内地求学的新疆孩子一样，我们就抬不起

头，当时身边的汉族朋友都说，通过我们认识了真正的维吾尔族是什么样的，维吾尔不等同于恐

怖分子，让我们内心感到特别温暖。这段经历对我们冲击很大，当时我们就想我们需要反思的时

候到了，因为我们维吾尔青年怎么样，这个民族的未来就会怎么样。母校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 的校训，“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激励着一代一代清华人。我们深知家乡与内地

还有巨大差距，家乡人民的生活还不安定，新疆的局势还很棘手，这些不都正好说明新疆就是最

需要清华人的地方吗？作为党和国家培养的少数民族学生，我们毅然决然地回到家乡工作。听说

我们要回新疆，在清华的同学都非常的不解，因为在他们看来，在北京将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但

同学们不知道的是，新疆需要我们，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努力为家乡正名、为维吾尔族正名。 

回到新疆后，恰逢自治区开展“访惠聚”工作，我和苏毕奴尔分别于 2015年和 2016年先后

参加驻村工作，并于 2016 年 7 月在苏毕奴尔驻村期间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当时我在和田县，她

在疏勒县驻村工作。在驻村期间，我们充分发挥自身双语优势，转换角色、转变心态，积极融入

群众。我们结合自己的成长和求学经历，向农村青少年潜移默化地传递“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

主动了解基层青少年的所思所想，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大家都说“基层是年轻干部成长的肥沃

                                                        
1 文章来源：“新疆共青团”微信公众号，文章链接：http://mp.weixin.qq.com/s/Pb2F9No_kSBYy8bb32FSj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