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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宁夏银

川 ， 绿 意 盎 然 、
生机勃勃。“塞上
江 南 ” 迎 来 了 又
一次盛会。

近日，由全国
政协民族和宗教委
员会、中国社会科
学院指导，宁夏回
族自治区政协主办
的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研讨会在
银川举办。来自中
共中央党校、中国
社会科学院等区内
外高校、科研院所
的专家学者和部分
省（区）市政协与
会人员齐聚一堂，
研讨交流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实践经验和理论成
果，助推新时代党
的民族工作高质量
发展。

“中华文明数
千年形成的‘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使我们成
为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其内涵是
一个不断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历史进程。”
中央党校文史部
二级教授、中央
民族大学民族学
与社会学学院兼
职教授、费孝通
研究中心副主任
徐平的一席话开宗明义。他表示，只有立足
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
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
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所长、教授王延中表示，目前精准阐释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效服务国家和各地
民族工作实践的人才队伍还相对薄弱，建议
进一步加强对各类研究基地、教学实践基地
的指导，不断提升上述教学科研机构的专业
素质和能力水平；鼓励各相关机构融合发
展，把准研究方向，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重
大基础性问题联合攻关、融合发展；积极发
挥博物馆、文化长廊、现代文化建设场所的
作用，在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形成有利于开
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宣传教育工作和科研工作
的丰富史料、资料和数据库，厚植中华民族
共同体史料体系。

与专家的分析、建议同时引人关注的，
还有各地的实际情况解读、经验做法分享。

“近年来，宁夏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绩显著，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中
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段超建议宁夏实施中华民
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史研究工程、文化遗产转
化为铸牢力量工程、促进各民族“三交”工
程等“五大工程”，打造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品牌、铸牢宣传教育品牌、铸牢示
范园品牌等“五大品牌”。

“在宁夏，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相互理
解、相互学习。比如吴忠市利通区各乡镇
社区，每年 9月都会举行各具特色的‘邻居
节’，各族群众欢聚一起，群众自豪地把

‘邻居节’誉为‘老百姓自己的节日’。”宁
夏社会科学院古籍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马广
德认为，实践证明，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才能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
自 觉 认 同 ， 推 动 中 华 民 族 成 为 认 同 度 更
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增强各族
群众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自觉
性、主动性。

聚焦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
区，广西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研究
员覃娟带来了“广西经验”。“广西壮族自治
区以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
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
丽家园和边疆稳定平安家园‘五个家园’为
部署抓细抓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
区建设。”覃娟介绍，广西成立了由自治区党
委书记担任组长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形成各部门“同商同
议、同心同向、同步同行、同力同创”的创
建经验。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
任高志明说，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着
力打造以守望相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蒙古马精
神”和“三北精神”为基本内涵的“北疆文
化”品牌，并积极争取国务院出台相关意
见，从国家层面明确对内蒙古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支持政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蒲雪梅介
绍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政协
作为”。她说，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
协充分发挥联系广泛的30个界别优势，鼓励
各族各界委员加强同界别群众的联系，政协
通过筑牢重要阵地、巩固重要平台、畅通重
要渠道等一系列举措，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有
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智慧
力量。

与会人员边听边记，不时报以热烈掌
声。大家表示，实践证明，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不仅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
线，也是贯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必
须长期坚持、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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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点快点，舞蹈社团的课马上
就要开始了！”

“上次马老师教的民族舞我还没
学会，今天还要接着学呢！”

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
县居集镇深沟村深沟小学，由全国政
协委员、学校语文教研组组长马晓丽
担任指导老师的舞蹈社团，是学生们
最喜欢的学校社团之一。最近，马晓
丽和社团老师们一起，将几个不同民
族最具代表性的舞蹈动作，汇编为一
个体现各民族团结的舞蹈，更是受到
学生们的欢迎。

作为民族地区的小学教师，马晓
丽深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
贯穿于平时工作的方方面面，更要深
深扎根在学生们的心田里。“除了平
时的教学工作，在生活中遇到自然灾
害等困难时，孩子们更能真真切切感

受到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互帮互助的
深厚情谊。”

马晓丽说的自然灾害，就是去年
12月18日发生在积石山县的那场6.2
级地震。

说起当时的情景，马晓丽至今难
忘。“虽然灾难让所有人痛心，但第一
时间从不同地方抵达的‘中国红’‘橄
榄绿’‘消防橙’‘警察蓝’‘天使白’又
让包括孩子们在内的当地所有同胞温
暖安心。”马晓丽介绍，由于当时学期
还没结束，震后三天，临时帐篷小学就
搭建起来了。而随着学校的搭建，从县
里临时抽调来的老师和各种孩子们需
要的服装、学习用品也一起到位。

“我们是农村的小学，很多孩子
甚至都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衣服和文
具。她们问我，老师，为什么会有这
么多新衣服和学习用品？是不是要过

年了？”马晓丽说，听着孩子们稚嫩
的话语，她热泪盈眶。她告诉孩子
们：“虽然我们遇到了灾害，但是我
们有党和国家的关怀，有中国速度，
有各族人民的倾情援助，积石山才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摆脱困境。”

后来，随着抗震救灾转入灾后恢
复重建阶段，马晓丽和支教老师一起，
利用自身所学，在灾区“帐篷小学”参
与心理疏导，带领学生唱歌、画画、玩
游戏，引导学生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
对生活。马晓丽说，正是因为物质保障
的充足和精神世界的抚慰，孩子们不
仅渐渐走出了灾难带来的阴霾，同时
也对重建家园充满了信心。

今年2月，马晓丽和孩子们在重
新加固修缮的新教室里迎来了新学
期。在主题为“在感恩中奋进”的

“开学第一课”上，马晓丽再次以抗
震救灾为主题，告诉孩子们，现在大
家之所以能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正
常开学、能够在遭受灾害后吃饱穿
暖，都是因为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共
经风雨。而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
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更是在积石大地上熠
熠生辉。

“对于孩子们来说，地震是灾
难，救灾工作却是一堂生动的民族团
结教育课。”如今，距离那场惊心动
魄的救援已经过去近半年，但马晓丽
的思考却并没有停止。“地震发生
后，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紧急驰援积石
山，各族干部群众守望相助，众志成
城，用爱筑起了抗震救灾的‘钢铁长

城’。而从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中传
递出来的，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重要性，应该把这种精神保存
下来、传承下去。”

马晓丽建议有关部门建设积石山
地震纪念馆，利用纪念馆展示灾后重
建成果、普及防震抗震知识，并将纪
念馆建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教育研学基地。“如果能填补这个
纪念馆的空白，将对当地孩子有长远
的教育意义。”

其实，无论是作为建议的地震纪
念馆，还是已经付诸实践的民族歌舞
教学、民族团结手抄报比赛，对于马
晓丽来说，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融入教书育人的点滴，早已成为一
种习惯和自觉。“中小学是青少年的

‘拔节孕穗期’，要针对这个时期学生
的特点来开展教学，注重形象生动，
多讲故事，才能上好民族团结这堂思
政课。”马晓丽建议将有关“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加入到中
小学阶段的教材和课程中，将民族团
结课程以固定的形式融入学校的教育
教学中，并建立长期的规划，而不仅
仅限于开展一些临时活动。

另外，马晓丽还希望多给西部地
区特别是农村的孩子一些机会，让他
们能够更多地走出去，学习和了解不
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让
他们产生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要让孩子们知道，我们56个民族都
是一脉相承的一家人，各民族更要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绘出
一幅和谐稳定、繁荣发展的新画卷。”

全国政协委员马晓丽：

民族团结教育课要生动贴近生活
本报记者 奚冬琪

广西群众欢庆广西群众欢庆““三月三三月三””

积石山帐篷小学积石山帐篷小学

4月的云岭大地，春光明媚。位于
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的普洱中学内不时传出琅琅读书声。
绿树成荫的校园一角，学生们正三五
成群地阅读着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教材

《中华民族大团结》（供初中使用）。其
中，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第
一碑”——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故
事。

作为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的诞生
地，如何让这里的孩子以及全国更多
学生能够了解各民族团结奋斗的故
事，是第十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政协
委员、普洱市政协委员何春多年的愿
望。“誓词碑是边疆民族群众自强不
息、团结奋斗的历史见证，也象征着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边疆各民族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奋进的发展
历程，是云南省民族大团结的精神符
号。”何春说，依托《中华民族大团结》
教育教材为载体，“民族团结誓词碑”
的故事如今正在全国各初中学校广泛
传播，算是了却了她的心愿。

在何春的讲述中，民族团结誓词
碑的前世今生被娓娓道来。1950 年，
普洱专区赴京观礼民族代表团受邀赴
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盛典，并
受到毛泽东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亲切接见。进京观礼代表返回后，中共
普洱地委于当年12月召开了“普洱区
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转达了党
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对边疆各族人民
的关怀，并决定按照少数民族的传统
习俗，举行“剽牛”、喝咒水仪式，盟誓
建碑，从此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

1951年元旦，在普洱红场召开数
千人盛会，举行了隆重的“剽牛”仪式，

26 个民族的土司、头人、代表及党政
军领导共 48 人分别用汉文、傣文、拉
祜文在红纸上签名，随后民族团结誓
词及签名被按原样刻在了石碑上，“民
族团结誓词碑”由此建成。

“‘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时的核
心共识就是各民族一心一意跟着共产
党走，听党的话，共同建设好我们的国
家。几十年来，正是在誓词碑精神的感

召下，普洱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实现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
荣发展，各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共同建设了普洱这片绿色家园，组成
了亲如一家的多民族大家庭。”何春
说。

2008 年 3 月，何春作为少数民族
界别中拉祜族代表人士，以全国政协
委员的身份到北京参加全国两会，此

后，她连续担任了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履职期间，何春一直为促进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增进中华民族大团结贡
献着自己的力量。她先后在 2020 年、
2021年全国两会上提交提案，建议将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相关内容纳入中
小学统编教材，并通过发行普洱民族
团结誓词碑纪念邮票等形式，加强民
族团结教育宣传，巩固民族团结成果。

多年的呼吁得到反馈——2021
年9月，在“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
70 周年纪念大会前不久，何春收到
了来自教育部的提案答复，“编写组
认为‘民族团结誓词碑’作为滇西南
26 个民族团结爱党的历史见证，对
于推进地方民族团结进步具有重要意
义。经研究，拟在道德与法治教材中
以 图 片 形 式 呈 现 ‘ 民 族 团 结 誓 词
碑’，或在相关教师教学用书中介绍
有关内容”。

2023 年 1 月，由教育部组织编写
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教材《中华民族
大团结》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民族团结誓词碑”内容被纳入其中，
供全国初中生使用，并将其作为重要
案例，充实到高中思想政治教材必修
3《政治与法治》的教师用书中，引导全
国各地中学师生更加深刻了解认识民
族团结誓词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切
实让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
命运与共的理念深入人心。

“我们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更要清
楚将要走向何方。”何春希望，民族团
结誓词碑精神代代相传，引领边疆各
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
建设伟大祖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让更多人知道“民族团结第一碑”的故事
本报记者 吕金平 通讯员 李茜茜 陈维

“能参加这样的活动非常高兴！
它促进了中越两种文化的碰撞和交
流，增进中国广西崇左市与越南‘好
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
深厚友谊，体现了‘文化交融、民心
相通’的深刻内涵。”南疆国门城市
广西崇左，广西民族师范学院第七届

（2024）“三月三”校园民族文化艺术
节开幕式上，来自越南的留学生阮氏
燕韦激动地说。当天的活动上，来自
全国各地的学生和东盟各国的学生一
起，共唱友谊之歌，共舞繁荣之舞，
现场欢歌笑语，其乐融融。

“作为市、区两级政协委员，同时
又是边疆民族地区的高校教师，我们
希望把更多民族元素融入学校教育
中，为各民族文化交融、发展作出应有

贡献，同时也不断深化拓展与东盟各国
的教育合作交流，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
国故事。”艺术节总导演，广西壮族自治
区政协委员、崇左市政协委员农星光说。

就在同一天，崇左市政协委员、广西
民族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教师黄羚正忙
着教孩子们唱山歌、制作五色糯米饭。

“小朋友要从小培养，才能让他们有更加
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作为
政协委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
长，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智慧和力量。”

今年广西“三月三”期间，崇左市
及各县 （市、区） 持续举办各类民俗文
化展演、民族团结进步主题活动，各级
政协委员纷纷结合“建设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委员行动”，踊跃担

当民族团结进步的践行者、维护者。围
绕该活动，崇左市政协近年来充分利用

“三月三”“霜降节”“侬垌节”等传统
民族节庆活动，推进各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保护传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
质量发展，奏响民族团结“协奏曲”。
同时，先后围绕坚果产业、乡村振兴宜
居环境综合整治、富硒牛都等 12 个乡
村振兴议题开展调研视察，发动委员和
社会各界开展送政策、送科技、送文
化、送法律、送项目、送资金、送温暖
等“七送”活动40多场次。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崇左市
政协主席王建毅表示，要紧紧围绕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进一步
发挥政协组织优势，在建设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中发挥更大作用。

奏响边境线上的民族团结“协奏曲”
通讯员 王岳琛 蒋艳丽 韦佳金 本报记者 肖亮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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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不
仅
是
新
时
代
党

的
民
族
工
作
的
主
线
，也
是
贯
穿
民
族
地
区
各
项
工
作

的
主
线
，必
须
长
期
坚
持
、全
面
落
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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