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A02版）亲如一家，民族团结
进步呈现新气象——

大人们翩翩起舞，小孩子快乐
嬉戏……傍晚时分，宁夏银川市金凤
区长城花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前
的小广场热闹起来。

“无论是端午节还是古尔邦节，我
们社区里的居民都会带着各家特色美
食，聚在一起庆祝。大伙儿像一家人一
样其乐融融。”社区居民说。

各族群众共同生活的社区，既是安
居乐业的温暖家园，也是凝聚各族群
众、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有力纽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拓宽
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实践路径”。

中华一家，情深意长。新时代以
来，各地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
构和社区环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格局不断巩固，以“互嵌”为导向，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深入开展，拓展到
企业、乡村、机关、社区、学校等，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深入推进，民族
团结一家亲的佳话不胜枚举。

多元一体，中华文化不断焕发新
活力——

形态各异的彩陶、出土自新疆的
铜币……位于北京西长安街的民族文
化宫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
古籍展吸引八方来客。置身展厅，1500
余件文物古籍穿越千年时光，见证中华
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发展壮大
的历史脉络与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生
命力。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命运与
共”……留言簿上，每一句话都那么质
朴真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
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
根脉。”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搭建起各民族
展示风貌、交流互鉴、情感交融的舞台；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
活动”走进贵州、云南、浙江等地，通过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各民族文化
更加创新交融；各族少年儿童代表参加

“石榴籽祖国行”主题队日、“向国旗敬
礼”等系列活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根植心田……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更加有形
有感有效，激发出中华文化的生机活
力，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共赴未来：“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一个民族也不能
少”

今年 7 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全会《决
定》提出：“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前程远大，未来可期。
“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

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征程党的民
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的
话铿锵有力。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
发展，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
融，汇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
荣发展的力量——

2023年12月，在广西考察的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南宁市良庆区蟠龙社区，指
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
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
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
围，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

如今，在蟠龙社区，居民自发组成
合唱团，每周都会聚在一起，带上自己
民族的乐器，进行合唱练习。社区还

开展了家庭共读、民族歌舞、育儿课堂
等互动式、沉浸式活动，促进各族群众
多来往、多交流。

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团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
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

新征程上，要进一步推进各民族人
口流动融居，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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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拓展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度深度，汇聚起
各民族踔厉奋发、砥砺前行的强大合
力。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
发展，必须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2022年7月，在新疆考察的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
馆。

数千年的文明瑰宝，璀璨夺目。
习近平总书记深受触动：“中华文明博
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由各民族优秀文
化百川汇流而成。”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精神家园构筑必须
久久为功。

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
传教育常态化机制，面向各族群众加强
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用共同
理想信念凝心铸魂，深入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深入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大
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
入挖掘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
走的生动故事，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
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研究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
基因和时代价值，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
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不
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一系列举措，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

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
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精神
和文化基础。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
发展，必须扎实推进实现共同富裕，让
各族人民共建共享中国式现代化——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内蒙
古考察。总书记强调：“从全国来看，推
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
一些边疆民族地区。这些边疆民族地
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
队。”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强调：

“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加强
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发展边境旅游等产业，努力实现边
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
要过上好日子。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
裕，各族群众和民族地区“不能掉队”的
信念与决心，一以贯之。

迈上新征程，要让各族人民实实
在在感受到推进共同富裕在行动、在
身边，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牢不可
破。

中华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中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将在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
量发展，各族儿女团结一心，必将汇聚
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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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奔赴美好前程
——新中国成立75周年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成就综述

各民族一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纪实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记者 王明玉）中
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75 载波澜壮阔，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
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新时代，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民
族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奔赴美好
未来。

石榴花开结出团结硕果石榴花开结出团结硕果

“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
斗！”

走进云南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民族团结
园，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的民族团
结誓词碑静静矗立。1951年元旦，普洱专区多
位民族代表立誓后碑上签名。

岁月流转，斑驳的字迹，见证各民族团结一
心的光荣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发放救济粮和生
产工具，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渡过难关，各族人民
翻身解放，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捍卫中华民族
团结统一；改革开放后，对口支援边疆地区和民
族地区，走出各民族互助之路……

75年来，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在应对挑
战中破浪前行，民族团结成为各族人民的生命
线。党的十八大以来，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主线，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中华大
地绽放出愈发绚烂的民族团结进步之花。

亲 如 一 家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呈 现 新 气
象——

“五十六个民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我们的
妈妈叫中国……”西藏日喀则市江洛康萨社区
广场上，身穿不同民族服饰的居民表演融合了
多民族元素的歌舞。这个社区曾荣获“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称号，13个民族的居民
生活其乐融融。

2012年以来，国家民委已累计命名2055个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精准发挥
了示范引领作用。突出增进共同性的方向，以

“互嵌”为导向，民族团结进步的阵地逐步拓展
到企业、乡村、机关、社区、学校等基层一线，民
族团结一家亲的佳话不胜枚举。

水 乳 交 融 ，互 嵌 式 社 会 结 构 日 益 形
成——

多彩贵州，民族团结乡村篮球邀请赛拥抱
八方来客；天山南北，“打起手鼓唱起歌”民间艺
术季喜迎四海宾朋；大美宁夏，邻居节、百家宴
吸引各族群众同吃一桌饭、广交知心友……各
族群众“双向奔赴”，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广泛深
入。

中华一家，情深意长。75 年一路走来，各
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各族群众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书写着“茶和盐巴永不
分离”的动人故事。

共富共享绘就幸福图景共富共享绘就幸福图景

大凉山腹地，曾经交通闭塞、地瘠人贫。新
中国成立后，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步跨千年”
迈向社会主义社会。

75年沧海桑田，凉山深处，换了人间。
今日凉山大地，新居新寨错落有致，硬化道

路通村入户……当地彝族群众常把两句话挂在
嘴边：“精准扶贫‘瓦吉瓦’（好得很）！”“共产党

‘卡莎莎’（谢谢）！”
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民生福祉、致力民生

改善，420 个位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县全部
脱贫摘帽，28个人口较少民族实现整族脱贫，
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小康。

奋起直追，经济活力更足——
八桂大地，一条全新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在

加速延伸。西部陆海新通道利用铁路、海运、公
路等方式，通达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广
西各民族生产的产品，柳工机械、五菱汽车、柳

州螺蛳粉出口到了五大洲。
75年来，从实行转移支付、西部大开发，到

设立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开展“民营企业进边
疆”行动……一项项政策和资金落实落地，民族
地区日新月异，群众生活蒸蒸日上，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不断增强。

情深意笃，民生保障更暖——
雪域之巅，109 道班承担着唐古拉山口的

道路养护保通任务。75年来，一代代高原养路
工人在“生命禁区”深深扎根。救助站里，4000
余封来自四面八方的感谢信，定格了民族团结
的温暖瞬间。

在内蒙古，各族儿女携手实现了从“沙进人
退”到“绿进沙退”的巨变；在青海，各族人民倾
力支援，帮助积石山地震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
活……一项项民心工程、一件件惠民实事，为各
族儿女托起稳稳的幸福。

凝心聚力，社会事业焕新——
“日光城”拉萨，“北京中学”点亮农牧区

孩子的梦想；藏西阿里，陕西援藏医生帮助几
近失明的老人重获光明与希望……

对口援藏30年来，援藏干部人才为雪域高
原送去教育新理念、医疗新技术、团结新佳话。

75年来，党和国家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和措
施，推动民族地区社会事业发展。党的十八大
以来，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健全、覆盖更
加广泛、保障更加有力。

美美与共构筑精神家园美美与共构筑精神家园

“远方客人到景宁，山笑木笑人欢唱……”9
月4日晚，浙江景宁畲乡古城非遗文化巡游热
闹非凡，各地游客和身着民族服饰的表演者载
歌载舞。

2024 年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
文化活动走到之江大地，铺展开一幅各民族美
美与共、各族儿女共建幸福家园的生动画卷。

立心铸魂，增进文化认同——
新中国成立后，各族儿女投身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共同构建了以“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
主题的国家文化叙事体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文化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

近年来，红色基因传承工程深入实施、《中
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作加速推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走进校园……文化如
水、浸润无声，各族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
历史观，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
感不断增强。

守正创新，弘扬中华文化——
今年11月，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将在海南三亚举行。自1953年创办至
今，借助这一平台，一个个“濒危”民族文化遗存
重焕生机，一项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更好传承。

今天，当600多岁的蒙藏学校旧址“变身”
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一馆之内纵览中华文
化之美；当文物古籍跨越千年“上新”展览，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生动可感……与古为新、
弦歌不辍，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可触可
及。

同心筑梦，携手再启新程——
钱塘潮涌，亚运之光照亮西子湖畔。2023

年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相聚于此，共享伟大祖
国荣光。

“毛南族的幸福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各
族人民用鲜血和汗水奋斗出来的。”杭州亚运会
开幕式现场，来自广西的代表韦震玲心潮澎湃，
30多年前，她父亲也曾是参观团的一员，“如今
各族儿女更要珍惜时代机遇，为实现中国梦团
结奋斗！”

75载长歌奋进，中华民族儿女共同谱写了
人民共和国繁荣富强的壮丽史诗。展望未来，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心相通、情相融，志相同、力相聚，各族
儿女共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美好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