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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构建“党建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建立运行社区党组织、
小区党支部、小区业主委员会（居民代表）、物业
服务企业共同参与的“四方联动”机制，搭建社
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
善机构“五社联动”服务平台，全市社区实现综合
服务中心全覆盖，实行“一站式”便民服务窗口，
创新党建引领“有诉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畅通

“接、派、办、督、评、报”等环节，累计受理群众诉
求 22 万余件，群众诉求办理质效不断提升，成为
全国首批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和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深化创建“十
进”活动领域示范单位互观互检动态管理，促进
区域间部门间经验交流、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推动创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互促共进，
引导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各部门凝聚共识、汇聚
合力，构建共创共建共享的创建工作格局。

西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本报通讯员 应进祥 记者 徐顺凯

翻开西宁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画
卷，起笔不凡，落笔精彩。

作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最高
的省会城市，西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重托，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创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市作为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生动
实践，作为落实省委“先行先试、作出
示范，争创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好样
板”工作要求的主要抓手，在求实、务
实、落实上见真章，准确把握新时代民
族工作方位、工作主线、工作要求、工
作任务和组织领导，不断增强运用党
的创新理论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本
领，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市创建成果，不断推动我市民族
工作高质量发展，用智慧和汗水谱写
了动人的时代之歌，书写了西宁民族
团结进步新篇章。

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摆在首要位置，形
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纽带，积极引导全市各族群
众以走在前、作表率的强大气场构建共有精神家园，不断
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实施“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
族视觉形象”构建行动，建成西宁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基地，城东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
教育展馆，宏觉寺省级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山陕会
馆主题馆、柴达木路主题公园等，积极推进中华民族视
觉形象工程，充分运用各类媒体、文艺作品、公益广告和
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梦”主题宣传，利用全市各种公益性广告牌、LED 屏、出
租车、公交车等载体进行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
形象的系统融入。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道德
建设、文艺创作和生产生活，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打造“书香城市”“河湟文化节”等文化品
牌，建成一批具有中华文化特质、专属特性的主题街区、
人气场所、魅力空间。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基层活
动，打造了一批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基地，在现有《尕布龙》

《湟水河畔》《花儿与少年》等文艺作品的基础上，积极创
作更多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艺作品，创作舞蹈诗
剧《河湟》、舞台剧《梦回唐蕃 文成公主》等，引进沉浸式
演艺项目《觅境·昆仑》等，开发一批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核心的文创产品。建立一批各民族优秀非遗文
化传承基地，培养乡土文化能人和民间文化传承人，支持
民间特色文化产品创作和研发。

开展主题实践活动，每年9月开展全市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结合“我们
的节日”举办优秀中华文化展演、农民丰收节等活动，开
展“手拉手”“心连心”“一家亲”联谊活动和“结对子”“认
亲戚”等结亲互助活动，结合“创建日”“美食节”等在社
区、街道组织好“舌尖上的民族团结”等民族文化节庆活
动，不断增进各民族间情感交流。

同 中华文化铸魂的社会
氛围特别浓厚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
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
建设全过程，统筹城乡建设布局规划
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优化经济社会
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推动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在发展中
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各族群众共享高
质量发展的成果和高品质生活，推动
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
水生态文明城市等创建成果，坚持绿
色发展，深化改革创新，融入和推进

“四地”建设，建设全省碳达峰碳中
和先行区，打造区域现代服务业高
地，连续几年获得最具幸福感城市。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将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与民生保
障、生态保护等工作紧密结合。坚持
80%以上财力用于民生，不断提升城市
品质，增进民生福祉。近年来，累计投

入资金22.1 亿元，实施项目457 项，带
动21万户农民增收，2023年全市人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33497 元 ，同 比 增 长
3.6%，让各族群众共享高质量发展的
成果，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
现代化；累计投入资金 12.85 亿元，推
进养老服务“五个一”工程，建设764个
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和148个爱老幸福
食堂，获评全国10个养老工作成效明
显城市之一，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不断增强。

构建相互嵌入团结融合的社会结
构和社区环境，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
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
方位嵌入，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
交流、深度交融，使各民族在共居共
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实现理想、
信念、情感、文化团结统一。

搭建“青洽会”“城洽会”等平
台，举办西宁市“双50”重大招商项
目推介会活动。全面实施基层组织

“领头雁”能力提升“强基”、各族青
少年交流“育苗”等10个专项行动，
开展“牵手相伴·共同绽放”等主题

活动，组织 4899 名各族青少年赴北
京、江苏等地研学交流、联谊交友，
开展东西部协作“红石榴就业”行
动，累计转移劳动力就业 32.8 万人，
推动东西部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推
出以“冬游西宁·惠享夏都”为主题的
5大板块14项冬春季文旅惠民活动，打
造全国自驾旅游区域合作联盟，完成中
央电视台《三餐四季》节目录制，总台
主持人、知名人士组成“寻味团”，探
寻西宁人藏在三餐四季里的故土记忆、
文化传承和精神归属，推荐地方特色美
食及餐饮商家90余家、精品旅游路线

15条，展示城市性格之美、人文之美、
历史之美、生态之美。城北区西海路

“豹街”、城中区大新街等特色街区，成
为地方曲艺表演、民俗文化巡游和特色
美食品尝的集中展示地。以“环青海湖
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大美青海·高原
足球”超级联赛等赛事活动为平台，推
动形成以赛事为媒、文旅搭台、农商唱
戏的生动局面。城东区下南关街以其特
有的地域特色、民族文化，搭建了各族
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
融，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重要平台。

荣荣 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措施特别有力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措施特别有力

融融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效特别显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效特别显著

和和 营造共建共治共享营造共建共治共享
社会治理格局特别坚定社会治理格局特别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