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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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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经过不懈努力，云南成功

实现 11 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

族整族脱贫。图为云南丽江至香格里

拉的高速与金沙江伴行，景色优美。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图② 近年来，广西柳州市融安

县第二实验小学不断推动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学校创建。图为该校巴乌乐队

的学生在整理服装。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图③ 演员在第六届全国少数民

族文艺会演闭幕式文艺晚会上演出。

新华社记者 李 响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站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统筹谋划和推进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历程，

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

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新特点，深刻回答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党关于加强和改

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擘画宏伟蓝图。

2014 年 5 月份，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重大论断。2017 年 10 月份，党

的十九大正式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写入党章。2018 年 3 月份，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中华民族”一词

首次写入国家的根本法。

2021 年 8 月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五

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在这次具有特殊

重要意义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

国家民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科学

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等重大问题，是党的民族工作实践的最新总

结，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

果，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

举一纲而万目张。在正确思想的引领

下，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不断丰富发展，

各族儿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上

阔步前行，新时代民族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迈上新台阶。

56 个民族共同迈进全面小康

2021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

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

建成了小康社会！”

置身于热烈的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国少数民族参

观团的各族代表心潮澎湃，他们要把民族地

区发生的巨大变化向党报告。“一步跨千年。”

云南临沧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祥生

这样总结家乡的变化。作为“直过民族”聚居

区，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 2020 年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2 万元，同比增长

7.7%；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0.5 年。“如今，佤

族不仅有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还有人成

为教授，走上了大学讲台。”李祥生欣喜地说。

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

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做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

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

也不能少”的庄严承诺，相继制定了一系列专

项规划和区域政策。一项项改革措施、一批批

干部专家、一笔笔扶贫资金⋯⋯在这场与贫

困宣战的伟大实践中，各族人民守望相助，民

族地区整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十三五”期间，28 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

实现整族脱贫。截至 2020 年底，现行标准下

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全国

民族自治地方 420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全国一道实现全面

小康。

如今，民族地区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优美的绿色发展之路，铺就了民族地

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

“石榴开花香又香，户儿家各族人民心连

心。”走进位于新疆阿勒泰市红墩镇萨亚铁热

克村的“户儿家”文化大院，67 岁的李红秀正

饶有兴致地讲述当地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感

人故事。100 多年来，来自汉族、哈萨克族、

维吾尔族、蒙古族、回族、东乡族等多个民族

的群众在这里互帮互助、繁衍生息。从最初

仅 40 户居民到如今有着 3000 多人的大家庭，

“户儿家”书写了一段多民族和谐共居的百年

历史，成为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

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真实写照。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是

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民

族在社会生活中紧密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前所

未有，少数民族群众到中东部务工经商的人

越来越多，汉族群众到边疆地区开发建设、观

光旅游、居住生活的人逐渐增加，各民族互嵌

式发展成为一个鲜明的时代特征。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要顺应这种形

势，出台有利于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政策

举措和体制机制，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

务管理体系，促进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

创美好未来。”

“十三五”期间，全国共命名 960 个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其中示范州

（地、市、盟）42 个。在浙江杭州，当地开展“少

数民族融入城市生活计划”，为各族居民营造

出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良好氛围；在江苏

无锡，通过搭建“乐业无锡，锡望您来”校企对

接线上合作平台，当地向协作地区定向推送

岗位需求信息，架起了与民族地区的“连心

桥”；在江苏常州，“汉藏家庭结对活动”让很多

西藏学子在他乡也能找到归属感、增强认同

感、提升幸福感⋯⋯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为载体，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长足发

展。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共

同绘出一幅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壮美画卷。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

族团结的根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

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最为便捷地

实现充分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语言是桥梁

和纽带，语言通了，文化就通了，少数民族群

众就能更好地实现自我发展，更好地融入社

会、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库尔班·尼亚

孜是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依麻

木镇国家通用语言小学的

校长。2003 年，

他拿出全部积蓄，在家乡创办了新疆第一所

民办国家通用语言小学。通过开设腰鼓、京

剧、书法等课程，库尔班·尼亚孜在孩子们心

中播撒中华文化的种子。

近年来，国家民委积极统筹推进民族地

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科学保护各

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实施中国语言资源保护

工程。为帮助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更好地

融入城市，国家民委持续加强语言文化政策

培训活动，惠及群众 10 万余人。“十三五”时

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取得历史性

进展，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到 80.72%，实现

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本普及的目标。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

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围绕增进中华文化

认同，不断推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全社会奏响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乐章。

其中，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

展现各民族精神风貌的同时，也让民族竞技

体育从小众走向大众；素有“民族文化博物

馆”美誉的云南已抢救保护民族文献古籍 3 万

余册（卷），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重焕生机；

已成功举办五届的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既

是各民族文艺创作新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成就的生动呈现，更是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有力动员⋯⋯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为

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肥沃土壤，

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

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

民的共同目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上，各族儿女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团结一心、接续

奋斗，谱写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

的崭新篇章。

小满时节，天山南北百花盛开，

各族群众正为美好生活而忙碌。

在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阿热

勒乡阿孜干巴格村村民谢姆西努

尔·麦麦提看着果园中的巴旦木树

枝头挂满果，高兴地告诉记者：“只

要种好巴旦木树，生活就会过得像

花儿一样红。”

2005 年，莎车县将巴旦木确定

为主打特色林果产业。如今，全县

种植巴旦木 93 万亩，成为当地巩固

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致富树”。

谢姆西努尔·麦麦提种有 10 亩

巴旦木，前两年因为不懂种植技巧，

产量不多，收益不高。为让更多果

农掌握种植技术，加快巴旦木等林

果业发展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

科技创新型转变，2018 年起，莎车

县选派上千人次林果技术专家，深

入田间地头开展科学种植技术服

务。经过持续培训，谢姆西努尔·麦

麦提熟练掌握了疏密改造、整形修

剪等种植管理技术，“去年巴旦木亩

产达到 250 公斤，10 亩地收入 4 万

多元。今年开花坐果好，收入肯定

差不了”。

阿热勒乡有巴旦木之乡的美

誉。每年巴旦木花竞相盛开之际，

这里举办的巴旦木花节都吸引着大

量游客。升级为 3A 级旅游景区的

阿孜干巴格村更成了网红打卡村，

村民吃上了旅游饭。40 岁的阿杂

提古丽·托合提塔西就是其中之一，

看到家乡旅游业发展正旺，她不再

外出打工，安心在村里经营起农家乐。“家门口闻着花香就

能挣钱。”阿杂提古丽·托合提塔西告诉记者，农家乐平常每

日能收入 700 多元，让她对生活充满信心。

不仅如此，一颗小小的巴旦木还接“二”连“三”，让莎车

县实现了从赏花到摘果再到巴旦木油等精深加工的产业链

条式发展。

产业发展了，日子红火了，环境也不断优化。如今，得

益于新疆大力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一幅幅美丽图景正在

展开。

一座座秀美的庭院绿树掩映、鲜花盛开，一条条硬化的

小道错落有致、横卧田间⋯⋯走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

师图木舒克市四十四团永安镇十八连，一片田园美丽风光

映入眼帘。“现在种地都是机械化，有时间把家里收拾得更

好。生活在花园里，我每天心情都畅快。”职工阿布杜拉·吾

布里分享着生活的变化，只见他家中的四方庭院干净整洁，

房前屋后种满花草，杂物摆放得整整齐齐。

近年来，四十四团十八连牢固树立生态优先、发展至上

的理念，以产业项目为抓手，补全基础设施弱项，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发展夯基垒台，不断提升连队人居环境。焕然

一新的十八连还走上了发展特色旅游之路，结合自身实际

探索出“做好图市菜篮子、建好图市后花园”的产业融合发

展之路⋯⋯去年 12 月份，十八连被评为“2021 年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数据显示，2021 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完成

672 个连队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幸福生活花样红

本报记者

马呈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