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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众流，方为江海；凝聚共识，
自成力量。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
明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历史。历史上，各民族交往范围不断
扩大，交流频度不断增强，交融程度不
断加深，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宁夏作为民族自治区，如何才能更
好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又能有声有
色有质抓好宣传教育，全面促进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在加强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历史阐释和宣传教育工作
中，有没有新问题？政策落实上还有哪
些难点堵点？这是自治区党委关心的问
题，也是自治区政协主席陈雍一直关注
的问题。

党政所需，政协所能。上半年，自
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组织政协委
员和专家学者紧锣密鼓展开调研。

调研路上：民族团结之花处处
盛开

阳春三月，阳光明媚，万物复苏。
位于宁夏南部的固原市隆德县城关

镇竹林社区迎来一队客人——自治区政
协副主席陆军带队的调研组。走进社区
一路看来，“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手工
艺品、书画作品、摄影作品让大家目不
暇接。

城关镇竹林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多民
族聚居的“村改居”社区，现有常住人
口983户 3206人。这些年，社区把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建设与便民服务有
机结合，开办社区食堂，为居民提供平
价饭菜，解决困境儿童、老人的吃饭问
题；开展“十大百小”活动，由党员帮
助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实现美好心
愿；设立日间照料中心，解决孤寡老人
生活困难问题，消除子女外出务工的后
顾之忧；建设乡村记忆馆，收集各族居
民传统生活物品，再现社区百年历史变
迁，成为唤起各族群众乡愁的情感
纽带。

“我们通过组织各族群众开展文体
活动、体育健身赛、传统歌舞等喜闻乐

见、参与度高的活动，组织宣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文明礼仪知识、民族政
策法规。还开展‘致富能手’‘文明家
庭’‘民族团结示范户’等评先选优活
动，加强各族群众之间的沟通交流，营
造了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浓郁氛围。”
说到这些年社区居民的和谐相处，竹林
社区党支部书记田世雄的脸上露出憨厚
的笑容。

固原市政协主席余剑雄介绍说，
竹林社区所在的隆德县历史悠久，文
化底蕴深厚，民风淳朴古雅，是“中
国书法之乡”。委员们看到，在隆德
县渝河岸边，“中华民族一家亲，同
心共筑中国梦”民族团结进步“连心
桥”，在彩绘的火红石榴簇拥下显得
格外耀眼；城乡街头巷尾，“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快推
进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决
守好促进民族团结生命线”的标语随
处可见，展现出“家庭和美、邻里和
顺、民族和睦、社区和谐”的良好
氛围。

2月到5月，3个多月来，调研组
一行先后深入宁夏多地调研。委员们发
现，在一些回汉混居的村庄，当遇上谁
家有婚嫁时，回族邻居会主动帮助汉族
主家招呼回族朋友。同时，各民族群众
在婚丧嫁娶上相互走动，彼此有人情往
来。一位接受调研的基层干部说，他的
朋友中各民族都有，在日常的生活中大
家经常一起聚餐，在生活习惯上相互尊
重，关系融洽。

一组数字可以说明宁夏这些年的工
作成效：

连续39年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月活
动，连续5年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全区已创
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5个、示范
县（区）15个、示范单位37个，自治
区级示范单位703个；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集体124个、模范个人148名，
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789个、
模范个人2223名。

编发 《“石榴籽”故事丛书》
（一、二辑） 20余万册，打造 《山海
情》《家园》等文艺作品30余部，建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
60多个。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融入和谐寺观教堂创建工作，全区
3000余座寺观教堂实现了全覆盖。

持续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百
场万人”大宣讲活动，累计组织宣讲
5000余场次，受众40余万人次。全力
建设乡镇综合文化站193个、村 （社
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2765个，率先
在全国实现了贫困地区村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全覆盖全达标。

石榴花开颜色好，和谐发展硕果
香。看到民族团结之花在宁夏处处盛
开，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不断增强，委员们露出了笑容。

建言献策：齐抓共管做好宣传
教育工作

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从起源形成
到发展壮大，都是一个由点到面、由小
到大，不断演化进步的发展过程。

调研中，委员们发现，宁夏把民族
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60 多年
来，带领各族群众共同谱写了宁夏的时
代篇章。但也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如

“三交”教育的权威教材和师资力量不
足、宣传方式还不够丰富、宣讲队伍作
用发挥还有待提高等。

马金宝委员为此提出，目前国内的
10亿新媒体用户是宣传教育的受众主
体，在加强各民族团结、促进交往交流
交融宣传教育工作中，主流媒体要应时
而动、与时俱进。他建议主流媒体大胆
运用互联网新媒体、新技术、新平台，
实现交往交流交融的最大宣传教育效
能。“其中，在利用互联网新媒体进行
宣传教育时，还要注重运用各民族群众
喜闻乐见的话语和表达方式，使宣传教
育的信息传递言语更加亲民，收效更
佳。”

对于马金宝委员的观点，金忠杰委
员持相同意见。对于宣传形式的创新，
金忠杰建议创编情景剧、微电影，出版
通俗读物等，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理念、历史、故事等融入艺术作品中，

推出一批具有时代色彩的文化艺术精
品，更好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实践，引导各族群众正确认识各民族都
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从而切实增
强“五个认同”。

另外，委员们还发现，社区、乡
村、企业在开展理论宣讲时往往很难请
到高层次的老师。尤其是在基层，宣讲
骨干以兼职人员为主，虽然也吸纳了一
些百姓宣讲员及社区志愿者，但由于缺
乏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宣讲整体水平
还有待提高，影响了宣讲的质量和
效果。

“人才很重要，应该建设培养一支
专业的宣讲队伍。”杨浣委员建议，从
党校教师、社科骨干、党务工作者、青
年干部、社区干部、先模人物、优秀志
愿者中选拔有理论基础和宣讲能力的同
志，逐步建立区、市、县（区）、乡镇
（街道）四级理论宣讲员队伍，建立完
善区级专家库、基层名师库、宣讲视频
库、优秀教案库，推动宣讲资源全区共
建共享。

杨文笔等委员建议，组织专家学者
开展理论攻关，编写推出一批群众喜闻
乐见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俗读
本和课本教材，方便基层广泛开展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教育，切实提高
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快推进
自治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挖掘和
编纂，挖掘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节日、
民俗活动的内涵和价值理念，为基层创
新宣传教育载体、形式，讲好民族团结
故事提供范本。

贾毅委员则建议加强对“三交”宣
传教育工作落实情况的督查检查，明确
相关部门职责，凝聚各方工作合力，构
建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
宣传教育工作格局，形成各方面齐抓共
管的工作局面。

委员们表示，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
交融中，宁夏拥有书写不尽的文明与辉
煌，推动着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下一
步，将持续关注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示范区各项工作，谱写同心筑梦
的壮丽诗篇，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更大力量。

谱写同心筑梦的壮丽诗篇
——宁夏政协助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记事

本报记者 范文杰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引领宗教教义教规阐释，是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要求，也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需要政界、学界、宗教界齐心协
力，久久为功，持续探索推进。”近日，在河
南省政协召开的“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领宗教教义教规阐释”月协商座谈会上，
宗教界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基层宗教人士
围绕教义教规阐释畅谈经验和体会，并提出
意见建议。

“我们将深入挖掘佛教经典和教义教规中
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契理契机
地加以阐释弘扬，依据经典内涵、结合生活
实际、运用生动事例，引导信众将佛法修学
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彼此交融、有机
统一。”河南省政协委员、商丘市佛教协会会
长释延达表示。

“自2014年以来，省道教协会连续举办
九届玄门讲经比赛活动，选拔、培养、表彰
了一批熟悉经典、能说会道的讲经人才，整
理、编印优秀讲章讲义，在全省道教界形成
读经、明经、解经、讲经的良好风尚。”河南
省人大代表、省道教协会会长黄至杰说。

河南省政协委员、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会
长马文强介绍，河南省伊斯兰教协会牵头举
办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以“推进伊斯
兰教中国化”为主题的卧尔兹演讲比赛活动
达14届，并组织优秀演讲人员到清真寺进行
巡回演讲，传递伊斯兰教好声音、正能量。

中国化不仅是各宗教的历史使命，也是
各宗教完善自身的历史机遇。更好地融入主
流文化，是宗教获得生命力的动力和源泉。

“天主教旧的宗教模式、体制、观念很多已不
能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创新思想理念、
健全体制制度、转变精神风貌，建设适应社
会发展进步的天主教新模式。”全国政协委
员，河南省天主教爱国会主席王跃胜说道。

河南省政协委员、郑州市基督教协会会
长阎书刚认为，要坚持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指导教职人员在解经讲道中深度融合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避
免简单粗暴、机械刻板的模式，做到自然贴
切。

前期，省政协民宗委组织调研组先后到
濮阳、商丘、驻马店等地，深入五大宗教团
体和代表性宗教活动场所，详细了解推进宗
教中国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宗教
教义教规阐释的做法、成效、经验、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同时，到省委统战部、省民宗
委、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走访，听取意见建
议，掌握真实情况。“调研发现，目前主要存
在教义教规阐释不够系统深入、‘双通’人才
数量不足等问题。”省政协民宗委主任吴宏亮建议加大教育培训、加强理论
研究、深化实践运用。

“目前我国宗教学人才青黄不接，高端宗教学人才转专业现象突出，只
有聚才汇智，发挥学界的积极作用，才能构建新时代中国宗教思想体系。”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负责人潘世杰也有同感。他建议，要高
度重视宗教学科建设，通过高校、科研单位等学术平台支持宗教学科建设，
深化理论研究，构建适合国情、符合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思想。

与会人员呼吁，要注重培养“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
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新时代宗教人才、宗教大才，成为精通宗教经典教
义、精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通”人才，提高教职人员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解释经典的能力。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我国宗教只有立足中华大地，融汇中华文明，坚持
独立自主自办，坚定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与党同心、与祖
国同向、与人民同行，才能实现自身健康传承的良好愿景。

目前，河南全省宗教界正深入开展“坚持中国化·同心正道行”主题活
动。按照部署安排，全省性宗教团体及负责人带头到宗教场所讲经讲道，倾听
信教群众心声，开展系列实践活动，汇编中华文化资料范本，学深讲透中华文
化，查摆存在问题，做好建章立制，推动宗教中国化河南实践走深走实。

“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河南省政协主席孔
昌生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努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要求的教
义教规体系，夯实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基础。要深刻把握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守正创新做好教义教规的阐释修订，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讲经讲道中，提升中国化讲经讲道水平。要加强宗教
团体自身建设，支持引导宗教团体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大
力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加强
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推动教义教规阐释工作行稳致远。要充分发挥
政协优势，持续围绕这一重要议题履职尽责，加强团结联谊和与有关部门的
对接联系，汇聚起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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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海沧区是全国设立最早、面
积最大的国家级台商投资区，是对台交
流的桥头堡。近年来，该区以“擦亮老
品牌、打造新特色、拓展新领域”为目
标，开拓了民族宗教工作的新局面。

坚持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海沧区
政协多年来一直持续参与和推动当地民
族宗教工作，助力举办多届“海峡两岸
（厦门海沧） 保生慈济文化节”、出版
《保生文化丛书》、推动举行3届“海峡
两岸佛医论坛”等，用心用情“画”好
同心圆。

保生大帝是闽台两岸重要的民间信
仰，在台湾是仅次于妈祖的第二大民间
信仰，分灵庙有数百座，信众达数百万
人。保生大帝是北宋名医吴真人（又称
大道公），因医术精湛、慈怀济世且在
瘟疫暴发时救治了无数人，后被建庙奉
祀尊为医神、保生大帝。海沧区的青礁

慈济宫是保生大帝祖地，以海峡两岸拥
有上千万信众的保生大帝民间信仰为依
托，在区政协的助力下，海沧打造了

“海峡两岸（厦门海沧）保生慈济文化
节”，并成功举办了16届。

围绕如何丰富“保生慈济文化”民
间信仰表达形式和内涵，海沧区政协委
员持续多年提交相关提案，如《关于创
作歌仔戏大道公（保生大帝）传奇的建
议》《关于充实海沧慈济祖地文化的建
议》等。区政协文史委围绕海沧慈济祖
地文化多次展开专题调研，建议举办保
生大帝民间信仰学术研讨会、加大对保
生大帝文化的挖掘和研究等。目前，

“海峡两岸（厦门海沧）保生慈济文化
节”已成为厦门对台民间信仰交流的新
名片，带动了对台民间交流从民间信俗
交流，扩展到宗亲、社区、青少年、文
化旅游等领域。

如何增强保生大帝这一民间信仰的
正向价值挖掘？海沧区政协始终予以关
注和思考。为此，深入群众走访，多次
与区民宗局、文旅局等部门沟通，于
2021年底确定出版一部较全面、有分
量的《保生文化丛书》，并向区里申请
立项。2022年，区政协成立“保生文
化丛书编撰”课题组，邀请福建师范大
学教授林国平、华侨大学教授范正义牵
头，撰稿成员包括闽南师范大学教授段
凌平以及闽南文化研究领域的多位专家
学者。目前，《世界保生慈济宫庙大
观》《保生慈济文化史话》等4册保生
慈济文化丛书已通过终评，即将面世。

多年来，海沧区政协委员还通过直
接发力和参与的形式助推民族宗教工作
开展。海沧区政协常委、石室禅院主持
释忠明与海峡两岸各界人士共同发起创
立了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石室书

院。区政协助力发挥石室禅院宗教地
缘、药师佛法缘的优势，联合中国社会科
学院连续6年承办两岸佛教文化学术交
流等论坛，为佛教界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开拓了新渠道。在区政协的推动下，海
沧区已成功举行了3届海峡两岸佛医论
坛，邀请大陆和台湾各地区佛教理事会
代表齐聚，挖掘佛医文化新元素，探讨佛
医在当今时代的价值与意义，促进两岸
同胞心灵契合，促进两岸宗教和文化的
交流往来。期间，释忠明和中国社会科
学院学部委员杨曾文共同发起编撰了
《中国佛教医者传》，共搜集了东汉至今
868位知名佛医传记，有力促进了海峡
两岸佛教文化交流和佛教医学研究。

海沧区政协通过一系列工作和举
措，助推做好新时代民族宗教工作，为
建设两岸融合第一家园第一站和祖国统
一大业贡献了政协力量。

厦门海沧区政协：用心用情“画”好同心圆
本报记者 照宁

本报讯 “要着力构建‘互嵌
式’民族工作服务管理体系，全面提
升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服务质
效。”“紧盯民生领域的短板和弱项，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日前，黑龙江省黑河市政
协副主席晋文颖带领民族宗教外事委
的工作人员和政协委员，围绕“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创建工作”开展
专项民主监督并提出意见建议。

委员们先后深入北安市、五大连
池市、逊克县、孙吴县、爱辉区的村
屯、社区、学校、企业、宗教活动场
所和市直有关单位，通过现场观摩、
查阅资料、座谈交流等方式，由点及
面了解各地各部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工作情况。

黑河市探索实践出“12345”加
“十百千”工作举措，打造出一批特
色鲜明、亮点纷呈、成绩突出的创建
示范点和“红石榴+”品牌，全力推
进兴边富民行动试点市建设，走出了
一条民族更团结、社会更和谐、经济
更高效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之路。

黑河市政协建议，要强化组织领
导，确保创建工作有力度。切实履行

好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的政治责任，
全面准确落实“十四五”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规划。对标对表国家民委最新
测评指标体系，认真总结经验，积极
查缺补漏。强化社会治理，确保创建
工作有厚度。加强和规范法律援助工
作站，不断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强化宣传教
育，确保创建工作有热度。广泛深入
开展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十进+”
活动，坚持强点拓面，打造全覆盖宣
传矩阵，不断提高民族团结进步的传
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市政协还提出要强化品牌创
建，确保创建工作有深度。大力培
育各民族“互嵌式”发展示范单
位，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用
好国家支持民族地区发展政策，打
造沿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廊带，用
发展的成果检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工作成效。强化共创共建，确保创
建工作有温度。持续开展好中省直
部门“十四五”期间结对联系少数
民族村工作，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

（胡京春 张健）

黑河市政协：

着力构建“互嵌式”民族工作服务管理体系

26岁的蔡雨欣是拉萨车站下属山南火车站客运班组唯一的一名女客运员，工作中不服
输的她被班组的男同事们称为“女汉子”。

热爱铁路行业的蔡雨欣高考时专门报考了轨道交通专业，毕业后如愿成为一名“铁路
人”。作为拉林铁路开通后山南火车站的第一批客运员，这名来自甘肃的姑娘先后克服了高
原反应、因气候干燥流鼻血等种种不适。为给当地群众及旅客提供更贴心的服务，蔡雨欣还
利用休息时间学习藏语言文字。作为“天路格桑花”服务队中的一员，她和同事们用实际行
动让乘客的旅途更美好。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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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格桑花天路格桑花”” 旅客贴心人旅客贴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