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煤炭行业曾经是艰苦、落后、
危险的代名词，煤炭工业发展史就
是煤炭工人牺牲、奋斗、奉献史。

长期以来受传统产业落后、行
业景气指数影响，煤炭职工工资
低、待遇差、工作条件恶劣，特别是
经过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普遍
亏损，煤炭行业职工情绪低迷，彬
县工业系统，电厂、制药厂、建筑公
司等企业经济效益好、职工工资
高、劳保福利好，与彬煤公司改制
初期的一穷二白贫困状况形成鲜
明对比。大专院校毕业生首选公务
员、银行、教育等行政事业单位，其
次选择经济效益好的电厂、制药
厂、建筑公司等企业，实在没有办
法了，才进煤矿当技术及管理人
员，一些社会劳动力也在“么奈何、
钻炭火”的思想影响下，宁愿当农

民工也不愿来煤矿工作。
1998年产权制度改革后，彬

煤公司在董事长何万盈的带领
下，通过积极实施体制创新、技术
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战略，
团结和带领企业员工艰苦奋斗、
白手起家，一举改变了彬煤公司
贫困落后的旧面貌。何万盈推动
精兵简政改革，提高了企业工作
效率；坚持“内培外引”，促进了中
国矿业大学、西安科技大学、西安
财经大学、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
院等高等院校学生来企就业，公
司百余名中高层管理者系统接受
了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工商硕士
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快速优
化了员工知识结构，全面增强了
企业核心竞争力。

何万盈推动公司工资福利改

革，坚持工资向生产一线、技术岗
位倾斜，为员工增加了班中餐，配
备了水壶、保温饭盒，全面提升了
职工福利待遇。他按照花园式厂
矿企业标准优化了厂矿布局，建
设了高标准的办公楼、洗浴中心
和三星级酒店标准的员工公寓
楼。如今，员工平均工资已从
1997年改制时的4800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10.6 万元，增长了 21
倍，位居全国煤炭行业、陕西企业
前列，公司员工在市区城区都住
上了高标准的商品楼，开上了私
家车。20多年来，何万盈坚持重
大节日迎风冒雪、爬坡过河慰问
离退休职工和贫困员工，对考入
大学的员工子女进行奖励资助，

勉励他们成长成才。
“新一代彬煤人”血液里流淌

着淳朴，骨子里铭刻着坚强，言行
中散发着自信，员工幸福感、归属
感、自豪感全面提升，构筑起了全
体彬煤人战胜困难挑战、实现创
新发展的强大根基，书写了全体

“彬煤人”爱党爱国爱社会爱企业
爱家庭的奋斗者史诗。

时光赓续、斗转星移，在彬煤
公司60余年改革发展探索的征程
中，每一个彬煤人都是改革的探索
者、发展的实践者、历史的书写者。
这里记忆了上世纪90年代国企经
营亏损，广大职工筚路蓝缕、寒蝉
凄切的辛酸；记录了国企改革打破

“铁饭碗”时职工从迷茫到理解、再

到支持的艰难心路转变历程；记载
了产权制度改革后，何万盈及全体
股东员工为了实现改革图强，殚精
竭虑、夜以继日、风餐露宿的悲壮；
这里展现了改制新老思想、体制、
技术、管理、文化的碰撞、融合、统
一曲折过程，演绎过煤矿职工不顾
个人安危，战严寒、冒酷暑、保安
全、夺高产的可歌可泣的动人故
事，有祖孙四代、夫妻二人传承彬
煤历史、赓续彬煤传统、争做幸福
彬煤人的美好画卷。这里记录了一
代代“彬煤人”锲而不舍、与时俱
进、勇于创新的奋斗历程，这里发
生的一切一切，都被青山碧水所铭
记赞美！

奋斗成就梦想，拼搏赢得未

来。回望历史，几代“彬煤人”团结
拼搏接续奋斗，在古豳大地上演绎
了一幕幕动人的历史画卷。展望
未来，在党的二十大精神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新一代“彬煤人”将继承传
统、革故鼎新，继续沿着具有彬煤
特色的民营企业改革发展之路，向
着建设千亿元大型民营企业集团
改革发展目标，不忘初心、砥砺奋
进，续写新的精彩华章。我们相信
彬煤公司及新一代“彬煤人”会以
更加豪迈的激情、责任、使命，在这
片奋斗创业的热土续写彬煤公司
改革发展的新篇章，一个更加富
强、文明、和谐的彬煤公司将会屹
立于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古 豳 大 地 写 华 章
彬煤公司展现煤炭职工自强不息奋斗史 文/李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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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我来自台湾阿里山，是土生土长的阿
里山人，属于阿里山的“邹族人”。这个

“邹”，是“人”的意思，是直接用我们族
语翻译而来的。此时此刻，走进中国政协
文史馆，我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回家的
路并不遥远”。

我是在部落里上的小学，在嘉义市上
的初中、高中，在台南上的大学，大学毕
业后到台北工作。小学期间就有国语课，
普通话是在那时候学的。最早上的初中是
一个私立女子学校，从上中学就开始住
校，不用交学费，学生都是社会精英家庭
出身，像我这样台湾少数民族家庭孩子就
受到歧视，感到特别不适应，自己变得很
不自信。初二时转学到另一所公立学校，
各种家庭的孩子都有，自己努力学习，还
当了班长，感觉一下好多了。在阿里山

“邹族人”中，因为我是头目家族的女
儿，就顺理成章成了“阿里山公主”。

2014年，福建福清九仙宫举办了一个
盛大的两岸道教界活动，台湾将近 500人
来大陆参加。因为我鲜明的“阿里山”身
份，活动的主要发起人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道教协会副会长谢荣增请我担任这个活
动的代言人。在交流中我们感到，九仙宫
除了在台湾彰化、嘉义、台北有分宫外，
也应该在阿里山设立分宫，于是就开始筹
备建立九仙宫阿里山分宫。参加2021年第
十三届海峡论坛还受到全国政协汪洋主席
接见，在首届“两岸宗教文化 （道教） 论
坛”上，我以九仙宫阿里山分宫宫主的身
份出席，并代表台湾道教界致辞。

2014年，我在北京参加一个文化交流
活动，主办方安排我作个发言。当时的导
演在台下，看到我穿着民族服装很具特
色，便邀请我去湖北武汉担任了中国巴黎
时装周全国总决赛的形象代言人。当时我
特别激动，激动的是：我能够穿着我的民
族服装，代表高山族走上世界的舞台。从
那时起，我的“自信”也就有了。后来代
言也成了我的主要工作。那个时候是“马
英九后期”，两岸的交流环境要比现在
好，非常热络。到后来随着蔡英文当选台
湾地区领导人，加上疫情影响，两岸交流
的机会就少了很多。

台湾少数民族的总体情况

中国一共 56 个民族，56 朵花。55 朵
在大陆，第56朵花在宝岛台湾，就是高山
族，也是台湾的少数民族。

在大陆，很多人都认为“高山族”就
是阿里山的，一听到《阿里山的姑娘》就
想到“高山族”。其实不然，这首歌中所
指的阿里山姑娘是指住在阿里山的少数民
族，统称“高山族”的台湾少数民族，许
多并不在山区。台湾少数民族有 16 个族
群，总人口大约 52 万，占台湾总人口
2300万的约2.4%，占比挺小的。他们分别
是：泰雅人、赛夏人、布农人、邹族人、
鲁凯人、排湾人、邵族人、阿美人、太鲁
阁人、撒奇莱雅人、卑南人、赛德克人、
噶玛兰人、拉阿鲁哇人、卡那卡那富人、
达悟人。其中人口最多的是“阿美人”，
约25万，他们生活在平原地区，生活比我
们阿里山少数民族便利不少，生活也相对
富裕一些，因此人口繁衍得快一些，数量
就多一些，也“汉化”得比较明显，他们
的技艺、祭祀，多多少少都带有汉族的一
些元素在里面。“布农人”和“邹族人”
是居住在台湾中央山脉的两侧，海拔在
500 公尺到 1500 公尺之间，以狩猎为主，
靠山吃山。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还是陈水扁时
期，几个台湾“学者”建议要识别分化台
湾的少数民族。于是就出台一个政策，鼓
励各部落去找寻自己的文化，一旦能找到
有别于其他族群的语言和文化特征，就可
以申请2500万元台币的补助金，并且能够
新设立一个民族。于是，台湾少数民族的

9大族群就不断分化，衍生出现在的16族
群。比如“赛夏人”分出去“赛德克人”

“太鲁阁人”两个族群，“邹族人”分出去
“拉阿鲁哇人”和“卡那卡那富人”两个
族群，我们很多族人就这样被分出去了。
现在，这16族群在台湾的行政单位都已经
确认了，有些族可能也就几百人，比如日
月潭的“邵族人”目前人口也就 300 多
人，更早时候也是从“邹族人”分出去
的，祖先们当时都是靠狩猎为生，追着追
着追到日月潭，发现竟然有这么美的地
方，然后就留在了那里，慢慢形成了自己
的文化，然后就定居在日月潭。还有一个
特别的族群叫“雅美人”，没有住在台湾
岛内，而是居住在钓鱼岛边上的南屿，靠
打鱼为生，他们的民族文化也保存得很
好。台湾少数民族从原本的 9大族群变成
现在的16族群，虽然对保存我们的民族文
化有一定意义，但也分化了我们。

分化出去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赛德
克人”。有一个电影叫 《赛德克·巴莱》，
反映的是日据时代初期，台湾少数民族是
怎么守护台湾的。面对日本人的枪炮，当
时我们只有猎枪，没有办法抵挡日本的军
队，只能不顾自己的性命，守护我们的土
地、守护我们的文化。日本人知道，山上
有着大量的资源，比如桧木就非常名贵，
为了掠夺这些资源，他们就屠杀了很多台
湾少数民族，像赛德克就接近灭族的状
态。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日军要来部落搜
查，整个村子都被封闭了，饿死了很多
人，妇女小孩就选择了自杀，而把仅有的
食物留给抵御侵略的战士吃。电影中感人
的场景还有很多。台湾少数民族从旧石器
时代就居住在台湾，至今已数千年，我们
对自己土地坚定保护的信念是很深的。身
为台湾少数民族，我都喜欢举这个例子，
把我们祖先怎么捍卫台湾、保护台湾的精
神介绍给大陆朋友。

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 《星光大道》
栏目有个叫黄丽玲的歌手比较火，她就是
土生土长的阿美人；张惠妹是“卑南
人”，他们族群很多人声音很浑厚，唱歌
很好听，可能跟住在海边有关系吧；台湾
还有个叫田丽的艺人就是“邹族人”，她
在新媒体上的说唱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我是中国的，中国台湾的，台湾阿里山
的，阿里山的邹族人，邹族人话是这样说
的……”他们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台湾少数
民族。

台湾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

因为我们“邹族人”住在山上，没有
文字，大多通过口传、舞蹈以及一些生活
习俗把既有的传统文化保留下来，现在很
多老人都不在了。当年，我们就如同跟时
间赛跑一样，访问了很多老人。过程是辛
苦的，但是成果可以让我们这些后辈们所
享用。作为后辈，怎么去完善、去推广这
些文化，就是我们的责任。

“邹族人”文化是保存得很好的，其
他少数民族有些就没做到，像“赛德克
人”从“雅美人”分出去后，现在还在慢
慢找他们自己的语言。

阿里山以前叫“吴凤乡”，这个名字
怎么来的呢？我们“邹族人”有砍敌人头
的习俗，清朝年间，政府派了个地方官到
台湾驻守，吴凤就是这位地方官的儿子，
一直在台湾生长，也会讲“邹族”的话，
于是就干起了通译的工作。有一次族人发
现他调戏当地一个女孩子，所以就把他砍
头了。蒋介石了解了这个故事后，说我们
是野蛮的民族，为了提醒我们族人哪怕是
对敌人也不要砍头，于是就把我们这个乡
定名为“吴凤乡”，还把这个故事写到教
科书中。

台湾教科书对少数民族是相当的歧
视。当时嘉义市有个地标的位置还矗立着
吴凤的塑像，阿里山“邹族人”经过那里

时，心里都特别不舒服。族人们不断地搞
街头运动，大概是 1989 年 3月 1号，所有
的部落都汇集在嘉义市的地标喷水池那，
终于把这个头像拆掉了。政府也审批同意
把“吴凤乡”改名为“阿里山乡”，当时
的“内政部部长”邱创焕，专门带着政府
公文到我们部落去宣读。我们“邹族”每
年 2 月份有个“战祭”，也叫“凯旋祭”。
我们族有 6位公主，每次盛大的祭祀活动
都有个点火仪式，那一年的“战祭”火把
是我点的。于是，我自觉地认为自己身上
便有了一份使命，就是要把台湾少数民族
文化传承工作做下去。

2005 年，属于“陈水扁时期”，为了
打通与台湾少数民族沟通渠道，台湾当局
成立了所谓“台湾少数民族委员会”，组
建了“台湾少数民族电视台”，16 个少数
民族族群都要有自己的主播。近些年，还
修建了“台湾少数民族博物馆”。

这个机构每年都有很多工作经费，可
是台湾少数民族部落都不知道怎么申请，
最后都是些精英学者申请去了。据我了
解，我们还从来没有申请过什么经费或者
贷款的，当然，也可能因为我们主要以农
业为生，也不爱贷款。“台湾少数民族委
员会”设主委，“台湾少数民族电视台”
设董事长。一般情况下，人口较多的“阿
美人”参与这些工作比较多，都是精英层
通过自己的努力考进去的。

台湾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

早在日据时期，日本军队强迫我们要
信仰他们的神道教，与台湾少数民族原有
的主流文化和祭祀文化有了排斥，这个时
候族人们只能偷偷地把自己的传统文化保
留下来。国民党到台湾后二三十年，因为
台湾少数民族的生活很艰苦，传教士们都
是带着钱来的，通过面粉、饼干、衣服这
些具体的利益，让人们感到基督宗教的温
暖，让天主教、基督教在台湾盛行起来，
传统的祭祀活动也被教会的节日所替代，
传统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后来，随着信
息越来越发达，族人们特别是族长也不受
限于传教士们的馈赠，在接纳外来宗教的
同时，继续信奉自己的祖灵，继承和保护
自己的部落文化。

目前，在我们“邹族人”部落，天主
教、基督教是比较盛行的，信奉人数占到
族人的70%~75%。从欧美过来的传教士在
国外有很多资源，能够募捐到很多钱，就
可以在台湾做不少事情。大约20年前一位
德国神父开始《圣经》的翻译工作，编写
邹语字典和词典 （注：邹语无文字，以拼
音标示），近几年都完成了。现在，在阿
里山教堂做弥撒的时候，当地部落人都在
使用邹语的 《圣经》。最近，还有一个基
督教牧师用邹语翻译了 《罗密欧与朱丽
叶》剧本。16个族群中其他族都还没有自
己的族语词典。

在阿里山，道教和佛教基本是没有
的。因此，我后来与谢荣增委员合作，在
我的家乡建立福建道教九仙宫阿里山分
宫，成为九仙宫分宫宫主，我就当成赋予
我的另外一个任务吧，也就是在部落里推
广道教。福建道教九仙宫的“梦文化”跟
我们“邹族人”的“梦卜”有共通之处，
以此让阿里山与大陆连接起来，我很乐
意。台湾少数民族有个特点，没有严重的
排外心理，我不会强调用九仙取代我们现
有的宗教信仰，而是结合部落“梦卜”去
宣传“梦文化”。接下来，我会把更多的
精力放在两岸民间交流上，用“邹族人”
公主和九仙宫阿里山分宫宫主的身份去推
动道教在阿里山的传播，既是宗教信仰，
也有文化传承。

台湾少数民族的政治倾向

要说台湾少数民族的政治倾向，不得

不说蒋经国时期搞的“十大建设”，对台
湾少数民族的照顾很多，也很具体。台
湾少数民族对国民党很感恩，我们的长
辈都会这样教育我们，因此台湾少数民
族总体上对台湾政坛的政治倾向是偏蓝
的，直到现在也是，其中我们“邹族人”
是深蓝的。

台湾少数民族偏蓝的政治倾向有历史
传承，年纪大点的台湾少数民族大部分是
国民党，包括我父亲也是，在服兵役期间
就加入国民党了。但是，民进党等“台
独”势力很懂得用一些台湾少数民族知识
精英来做工作，老百姓慢慢也会受民进党
影响。2022年初，我父亲去世，台湾当局
正副领导人还都送来了“挽联”。在我上
学的时候，教科书中还是告诉我们，“我
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中国台湾的”。只可
惜现在教材都变了，特别是疫情期间，民
进党不声不响地把《中国历史》教材换成
了 《东亚史》，学校已经没有 《中国历
史》的课程了。现在民进党的工作都深入
到校园，部落的老人可能也会因为历史传
承而要求孩子们不要加入民进党，但实际
情况如何就不好说了。

日据年代，日本人通过世界三大高山
铁路之一——阿里山铁路把珍贵的阿里山
桧木大量运下山，送到日本。现在阿里山
有个景点，处处可见当年日本人砍树后留
下来的半截树根，这些奇形怪状、巨大的
树根经过近百年的风吹雨淋，虽大部分已
枯朽，但它仍张着大口，天天在控诉日本
人的伐木罪行。这些都是日本掠夺台湾珍
贵资源的罪证。我去过一次日本，在靖国
神社门口，当地导游介绍说，“这是阿里
山的桧木”，听了之后我五味杂陈，很不
舒服。后来我就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把
这些“桧木”要回来，追回日据年代他们
掠夺的包括桧木在内的文物。

对两岸交流的一点思考

台湾高山族与大陆的交流，很多时候
就表现为跳跳高山族的舞蹈，把艺术呈现
给大家看看，没有更深的内容，我以为这
是很不完整的。我希望两岸的交流不仅局
限于文化艺术，还应该有产品，让两岸同
胞生活上都互相需要。台湾少数民族的16
个族群，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文化，有着不
同的产品，他们都有着朴素的愿望，就是
提高经济收入，改善生活环境，让日子安
定下来，“祖国统一”是最大的愿望。

起初，部落人对大陆最初的认识是在
马英九时期，大陆人到阿里山的消费能力
让族人们瞠目结舌，什么产品都是“买、
买、买”，大家就会去想象大陆人都这么
有经济实力，生活得多美好啊，因此看到
大陆的游客也会相当欢迎。慢慢地，部落
人也会向往大陆。

目前，台湾少数民族与大陆的交流是
不够的，像我这样的台湾少数民族来到大
陆，也都是零星的。我最大的愿望，就是
希望大陆给台湾高山族同胞一些扶持，扶
持产品、扶持文化，更是扶持一种自信，
让他们跟我一样，自信地买一张飞机票飞
到大陆，做生意也好，生活也好，还可以
和大陆人结婚生子、成家立业，真正做到
交往交流交融，这不就是实实在在的“两
岸一家亲”吗！

大陆的自媒体很发达，我希望台湾少
数民族也会用，都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我
想为我打造一个阿里山的个人IP （注：自
媒体账号），用活泼的方式，以“阿里山
的姑娘”的视角，去介绍大陆每个省的美
景美食、好人好事。我会把自己在大陆的
日常生活传递过去，把我在大陆体验出来
的这些感受和信息分享给更多台湾少数民
族，带给部落的年轻人，他们都给我点
赞，也能吸引他们来大陆发展。

回家的路真的并不遥远，希望更多的
人能够回来。

“回家的路并不遥远”
口述/台湾高山族同胞、九仙宫阿里山分宫宫主 汪毅纯 整理/桂五九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
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重要表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
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是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保证。这
一基本规律蕴涵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深刻地体现了党的
领导制度优势。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和使命，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
论来认识中国的民族问题，逐渐确立了党
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形成了正确的中
华民族观念。早在 1922 年，中共二大宣
言就首次公开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
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任
务。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庄
严宣示实际上为处于“国际帝国主义压
迫”下的中国人民，确立起了民族独立
和民族解放的命运共同体意识。20 世纪
30 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亡
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秉承民
族大义和爱国主义，自觉担负起了领导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历史任务，成为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领导核心和中流砥
柱。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曾经一盘散沙的中
国人凝聚起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觉醒的重要标识。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开始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上了实现伟大复
兴的壮阔道路。随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
利，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声望，提高了中国
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
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
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
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把民族平等
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在民族地区慎
重稳进地开展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制定与实施民族
政策，全面深入开展民族工作。各族人民
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
利、共同当家做了主人，逐渐结成了社会
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为中华民族大团结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
飞跃。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得到快速发
展，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和
传承，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和民族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
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
关系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谁
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关系更为紧密和牢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显著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
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认同不断提升。同时，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
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与文化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
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迎来了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提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写入党章。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

“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
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
势之一。2021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
中强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进行了
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理念的提出，为做好新时代民
族工作指明了方向，相应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实践也在多个层面上全
面展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践证明，只有中国
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
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根本就在于党对民族工作的坚强领导。其中，党的政治领
导，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制度与政策的保证；党的思
想领导，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理论与文化的保证；党
的组织领导，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实践与行动的保
证。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必须毫不
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此为根本保证来不断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从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汇聚强大的精神力量，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

（作者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政治工作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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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参加第十三届海峡论坛期间举办的“两岸宗教文化（道教）论坛”后，台湾高山族同胞、九仙宫阿里山分宫宫主汪毅纯应
邀来到中国政协文史馆座谈，专题介绍了台湾少数民族相关情况。为增进两岸同胞沟通，促进相互走亲走近，特予刊发，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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