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编辑 //修菁修菁 校对校对//耿斌耿斌 排版排版//姚书雅姚书雅 20232023年年11月月2828日日 星期六星期六 55

“荣任‘政协委员’，是对我本职工作的充分肯定，同时我也深切感受到这份荣誉带给我的
责任。”就是这份责任感，让全国政协委员郑大发在5年的履职生涯中，忙碌而充实着。

线上“活跃”于多个委员读书群，线下走遍多个少数民族地区；与委员共商新时代党的民
族工作发展大计，与界别群众一道争取更广泛的人心和力量……他以“责任委员”的担当精
神，发挥专业优长，积极建言献策。在读书中思辨、在调研中丈量、在基层里扎根，他的履职
都离不开一个信念：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永绽放。

郑大发：
全 国 政 协

委员，中国社会
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研究员、
湖南师范大学
特聘教授

委员读书中凝聚民族团结共识委员读书中凝聚民族团结共识

每天下午 2:30，作为全国政协线上读
书活动第 10期“中华文明与民族文化”读
书群群主的郑大发都会准时在群里发送《从
自在到自觉——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发展
和形成》的专题导读文字。自2022年 9月 1
日起，他已连续4个多月主持群中的导读工
作，发送140期、90多万字。不仅如此，每
天晚上还组织委员专家围绕“历史文化中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专题，就民族领域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展开深入研讨。这只是他作为
这一期读书群群主的部分工作。郑大发说，
他是累并快乐着，特别是当看到全国政协领
导与委员在读书群中互动交流，就一个个问
题形成一个个共识时。

在群中，他还邀请了一个特殊的专家团
队——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研究培育基地专家学者——来发表有关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导读。郑大发不无

自豪地介绍道，这一团队中囊括了瞿林东、
晁福林、郑师渠等多位资深学者。这些资历
高、年龄也相对高的专家都是自己做导读，
特别是轮到已 80 多岁高龄的瞿林东亲自

“上阵”时，主持人郑大发更是化身为“守
护者”，尽量保证导读时间在晚上8:30之前
结束。

这，是郑大发在委员读书活动中的一
个缩影。

自 2020 年全国政协开展委员读书活动
以来，郑大发已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摆脱贫困”“画出最大同心圆”等多个
读书群中承担导读任务，谈得最多的就是民
族工作特别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很多真
知灼见都获得全国政协领导与委员们的广泛
好评。

也是在一次次互动交流中，在一个个问
题解决中，郑大发对于“中华民族”的观念研
究越来越成熟，并取得了丰硕的建言成果。

他谈起几个让他印象深刻的问题。
有领导问，怎样认识费孝通先生在 20

世纪 90年代初提出的汉化是否等同于现代
化的问题？郑大发通过阐述系列例证回复
道，汉化不等于现代化，因为现代化不是哪一
个民族的专利，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汉
族在现代化，少数民族也在现代化，只是汉族
可能比少数民族先一步现代化而已。如英国
最早开始工业化，但后来的国家进行工业
化，并不叫英国化，因为工业化不是英国的

专利，而是人类社会的进步要求。
有委员提出，能否用带有原始社会解决矛盾

的传统方式，如喝酒数豆来解决现代社会的矛盾
问题？郑大发表示，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并不等同
于民族文化的落后性，我们要包容民族文化的差
异性，而不是保护民族文化的落后性，一些在现
代社会中已经落后、但有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存下来，但不能推广和提倡。

还有人谈到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学习
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问题，郑大发阐释道，
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的必尽义务，必须学；而学习本民族语言
文字是少数民族的权利，可以学也可以不学。

……
就是这样深入浅出的问答思辨，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委员开始关注以往觉得高深难懂的民
族问题，也让郑大发对于民族问题的见解越来
越系统化。他进一步认识到，学术研究也要加
强政治自觉，树立正确的政治意识。“研究什
么不研究什么，都是有选择的，这种选择与研

究者自身的政治观念、文化观念等密切相关，
我选择将学术研究与政治、现实结合起来，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呐喊。”

在记者联系郑大发委员采访时，他正在整理
《从自在到自觉——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发展
和形成》的书稿，并欣喜地说，这本书争取在今
年出版。“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在于整理了中国共
产党关于中华民族观念从最初使用、到演变发
展、到最终形成的过程，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对
中国少数民族有了进一步认识、对建立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有了进一步认识的基础上，是如何形成
自己的中华民族观念的。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
的伟大转变，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奠定了坚实基础。”面对此书，郑大发侃侃而
谈，毕竟这本书他整整“磨”了10年。

都说十年磨一剑，而郑大发已经有两本
“十年磨一剑”的论著了，另一本是他在2003
年至 2015 年间“磨”出的 《中国近代民族复
兴思潮研究》，该书以抗战时期的知识界为中
心，首次对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做了全面而
系统的研究。待《从自在到自觉——中华民族
观念的提出、发展和形成》出版后，郑大发马
上又要投入全身心“磨”有关近代中国人探索
国家发展道路的第三本论著了。

问他为什么劲头这么足？他说，作为在中国
共产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作
为全国政协少数民族界别的委员，自己见证了改
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家繁荣昌
盛、人民幸福安康，各族群众团结和睦。“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中具
有重要地位，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理应坚持党的
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
道路，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祖国观、民族观、
文化观、历史观，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
同，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做好新时代
党的民族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光和热。”他说。

调研协商中做好民族工作调研协商中做好民族工作

新疆、吉林、辽宁、广西、云南、四川、
内蒙古、青海、西藏、贵州、湖南、湖北……
5年来，郑大发积极参加全国政协提案委、民
宗委组织的重要调研协商活动，走遍这些省
份的多个少数民族地区，深入基层、扎根人
民，切身感受着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所发生的翻
天覆地的变化，为少数民族地区繁荣发展建言
献策。

2021年，郑大发跟随全国政协民宗委组织
的调研组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调研，这里曾
经是我国最大的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之一。
在郑大发查阅调研地相关资料后，落后偏僻、
环境艰苦成为脱贫前凉山州留给他的印象。等
来到位于大凉山腹地的布拖县，一个以前全国
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县时，郑大发说，其在资料
上的“所见所闻”早已“旧貌换新颜”，很多
不宜人居的贫困村村民搬迁至集中定居点，住
上了新社区。他们来到一个名叫“依撒”的社
区，一排排锃光瓦亮的新楼房呈现在眼前，里
面安置着3800户 15000多人。“幼儿园、中小
学校、医务室、文化活动室、电影放映室、图
书展览馆等一应俱全，与之前人和牲畜基本生
活在一起、院子里都插不上脚的生活环境截然
不同。”郑大发叙说着调研时的最初感受。

其间，郑大发来到“依撒”社区的广场
上，人们正在跳着欢快的广场舞。有人将他拉
进跳舞的队伍，“挑战”一下跳广场舞。“这还
是我第一次跳广场舞，非常兴奋，因为仅从他
们时时洋溢着笑容的脸上，他们日常的载歌载
舞中，就可以感受到当地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安
全感、幸福感与获得感。”郑大发至今仍能清
晰忆起身边所萦绕的那种欢快与幸福。

调研中，有一群人时时可见他们忙碌奔波
的身影，这给郑大发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扶
贫干部。问询当地居民情况时，他们如数家
珍；问起他们的扶贫感受，他们说辛苦是真辛
苦，但也真有成就感，因为他们扶贫的百姓是
真脱贫了。脱贫成果显著，如何让脱贫成果更
牢固、让群众生活更幸福，是郑大发在凉山调
研中跟当地扶贫干部经常聊的话题。当地扶贫
干部说道，这里正在发展高原蓝莓连片种植基
地等特色产业，可以解决部分百姓的就业问
题，提高他们搬到新区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于
是，在考察凉山州后，郑大发提出了加强思想
观念的转变、做大做强具有本地特色产业等具
体意见建议。

“脱贫攻坚战为什么能够取得全面胜利？”
郑大发说，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通过实地调
研，他真切体会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的坚强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
及当地扶贫干部的能力、百姓的努力。

2019 年，郑大发随全国政协民宗委“西
南民族地区边境建设”调研组走访广西、云
南的边境口岸与村寨。“我发现边境城镇空心
化问题严峻，很多年轻人都迁移到南宁等一
些较大城市。”带着这个问题，他走访了很
多当地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都无一例外地
谈到，我们经济条件很好，但除了好的物
质生活外，还需要享受文化生活，我们要
交往、要看电影、要上网。根据这些年轻
人的需求，郑大发建议加强边境小城镇建
设，让青年一代除了享受充裕的物质生活
外，还要满足他们日益提升的精神需求，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力度，从根本
上留住青年一代。

2021 年，郑大发跟随全国政协赴内蒙古
自治区通辽市、赤峰市、呼和浩特市等地开
展“加强‘五观’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民主监督性调研，深感干部尤其少
数民族干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所

起的重要作用。于是在之后全国政协召开的
“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少数民族界主题协商座谈会上，
他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键
在干部”。他认为，要明确和强化民族干部首
先是党的干部、国家的干部和中华民族的干
部、然后才是本民族成员和干部的身份认
同；要持续开展对各民族干部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纳入对民族干部的教育、使用和管理
的工作中，实行一票否决制；要在制度上做
出微调，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一些照顾
及优惠政策与少数民族干部的自身利益剥离
开来，对干部的使用一律实行“唯德、唯才
是举”“一视同仁”的方针。

围绕 《民族区域自治法》 等民族领域有
关法律法规制定修订，推动有关法律制定、
修订纳入工作规划，是郑大发在委员履职中
持续在做的一件大事。2020 年底，郑大发在
参加全国政协民宗委年终座谈会和中央统战
部二局年终座谈会上都提出，要对制定于
1984 年、修订于 2001 年的 《民族区域自治
法》 进行修订，因为有的内容已不适应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
作主线的要求。2021 年两会期间，郑大发提
交了修订 《民族区域自治法》 的提案。2021
年 4月 1日，受中央统战部二局推荐，参加全
国人大法工委主持的一个小型专家座谈会，
郑大发根据会议有关精神，再次提出尽快制
定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的建议。2022 年
两会期间，他又提交了 《尽快制定 〈民族团
结进步促进法〉》 的提案。

“我认为制定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的
主要条件已经具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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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新推
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取得显著成绩，得到
人民拥戴。这为制定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
法》 提供了根本保障。通过脱贫攻坚，少数
民族地区尤其是相对落后的三区三州的社会
经济和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各民族之间
的经济差距、教育差距日益缩小。这为制定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提供了社会基础。持
续不断的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创建活动，增
强了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和‘三个离不
开’思想，‘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梦’已成为各族人民的奋斗目标。这为制定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提供了思想保证。”
郑大发强调，“修改 《民族区域自治法》，并
不能取代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的制定，
因为 《民族区域自治法》 的适用对象主要是
民族自治地区和自治地区的民族，如果制定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其适用对象则是全
国所有地区和各个民族。”

“当这些提案和建议都得到有关领导批
示或有关部门回复时，总会感觉到自己履职
的意义与价值，更督促着自己为新时代党的
民族工作作出更多的努力。”郑大发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光荣传统不能丢，
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
质。”2021年，郑大发参加全国政协民宗委与
四川省政协、四川阿坝州政协联合组织的“弘
扬雪山草地长征精神”专题调研活动。重走长
征路、重温长征史，瞻仰红色遗址、缅怀革命
先烈，让他深切认识到加强红色文化传播对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并提出了
加强对长征源头和雪山草地之间联系的研究，
弘扬长征精神，传承保护和利用好红色文化
资源等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回顾百年，我们可以发现，在任何阶段
中国共产党都在演绎着民族共同体的实践，
党的百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具象到内

化的过程。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红船精神、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艰苦奋
斗精神、改革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
灾精神、志愿服务精神等，凝结成了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的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郑大发
的有感而发中，沉淀着理性思考。

自主调研中推进乡村振兴自主调研中推进乡村振兴

委员履职，激发着郑大发在本职岗位上
不断结出新的学术硕果；学术硕果，又不断
为他的履职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养分。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出身于湘西土
家族村寨的郑大发一直在关注乡村特别是少
数民族地区乡村的建设。他在2019年至 2021
年连续三年对乡村振兴、农村建设、农民生
产生活等进行自主调研，深入基层群众察实
情、谋实策。

郑大发分析自己乡村调研中的重点：党
向各族人民作出的“决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
队，决不让一个民族地区落伍”的庄严承诺
已成为现实，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千百年绝
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了根本解决，
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关注如何在乡村振兴建设
过程中让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于是在
持续的调研中，他不断提出要充分发挥农旅
结合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更好促进农民群
众增收致富、留住乡村文脉、重视农民心理
建设、激发农民奋斗精神等建议，展现着

“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和担当。
其实，在学术研究领域，郑大发早在2000

年就著有《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书，这是国内
外第一本系统研究民国乡村建设思潮和运动的论
著。他说，民国时期有一批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
设，通过建立试验区探索乡村振兴之路，并取得
了很多成绩，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当下乡村振兴
以借鉴意义。但这场乡村建设运动未能从根本上
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正处
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没有土地，就无法
解决百姓的经济负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脱贫攻坚的奇迹成功实现，乡村振兴之路顺利开
启。

带着历史印记，带着问题意识，郑大发在乡
村调研过程中积极发现问题并探寻解决问题的方
式。比如面对乡村“合村并居”中出现的大拆大
建现象，郑大发发现，在乡村城镇化进程中“合
村并居”有其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的需要，有利
于资源的整合和开发利用，但在农村搞大拆大
建，易使乡村文脉被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所冲
淡、对农村现有生态造成破坏。于是他提出应当
实现从“大拆大建”到“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
护为主”思维及行为的转变，使乡村建筑、乡村
环境仍保有时间的色彩、人情的温度，为乡村振
兴凝聚起根与魂。

委员履职让他从“书房”中走出来，坚
定了政治站位，开阔了眼界，树立了大局观
意识。再次“走进书房”时，因为对社会的
更深了解，让他对学术研究更赋予了它的社
会与时代的价值。“学术研究一定要和社会结
合起来，要关注现实，要回应时代声音，要
反映群众呼声，因为我们生活在社会中。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让我在专业领域不断提
升。”郑大发感慨道。

这也让他更加坚信，立足新时代新征
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必将伴随着中华民族的繁荣强大而日益
强化，中华民族大家庭共有的精神家园必将
铸就在每个中华民族儿女的心中。“我将继续
努力，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为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凝心聚力，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郑大发最后向记者表示。

（本版图片由本报摄影部及受访委员提供）

让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永绽放
——访2022年度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获得者郑大发

本报记者 张丽

2021年5月，郑大发委员在吉林延边珲春朝鲜族老乡家入户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