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中，如
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党的民族工
作面临的新任务。5 月 7 日至 14 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调研组，赴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和
山西省大同市、朔州市基层社区、乡
村、学校、企业、文博场馆等地，开
展专题调研。调研组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内蒙古、山西考察时的重要
讲话和指示精神，实地感受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良好局面，并围绕
调研主题深入交流研讨，提出意见
建议。

文化浸润聚同心
培根铸魂促团结

黄河从青藏高原奔腾而下，以巨
龙腾飞之势穿山越岭，流经内蒙古自
治区巴彦淖尔河套平原磴口县，为这
里留下了众多湖泊。让磴口人引以为
豪的是堪称“万里黄河第一闸”的三
盛公水利枢纽工程。

据了解，1959年6月，三盛公水
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至1961年5月
竣工时，成为亚洲最大、黄河上唯一
以灌溉为主的大型引水平原闸坝工
程。5 月 7 日下午，调研组来到黄河
三盛公水文化博物馆，了解三盛公水
利枢纽建设发展历程，以及河套各族
人民治理黄河、开发黄河水利的生动
实践。

“当时，除施工技术人员是从北
京水利勘测设计院和河南三门峡工程
局抽调一部分外，还有两万多名来自
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博物馆工作人
员对调研组说，三盛公水利枢纽不仅
保障着下游 1000 多万亩良田的丰收
与安全，也见证了各族人民在巴彦淖
尔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精神。

事实上，流传在内蒙古大草原上
民族团结互助的故事不胜枚举，其中

“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
蒙”等历史佳话广为人知，都是“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见证。

在这片多民族聚居的广袤土地

上，民族团结就像阳光和空气一样，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深深融入各民族的
血脉。每年9月的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
迄今已连续举办 40 年。在这里，各民
族相互欣赏和学习，为民族团结之花竞
相绽放培植坚实根基。

“我们家四代人五个民族，亲人们
相知相亲相惜，家庭幸福美满。”全国
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政协
副主席杜明燕自豪地说，她是鄂温克
族，她的先生是汉族，她的祖母、大
嫂、姐夫都是达斡尔族，外祖父、外祖
母是满族，侄女婿是蒙古族。

如果说调研组在内蒙古看到的是
“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真实写照，那么
在山西大同市，则更多了解到的是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历史。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
射’，向游牧民族学习进行军事改革；
北魏孝文帝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语
……中国历史上两次大的民族融合都与
大同密切相关。”在大同市博物馆，讲
解员告诉调研组，大同一度是北魏平城
时代丝绸之路的东起点，既是我国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地，又是中外文化交
汇融通的重要区域。

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
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
字，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也记
录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休戚与
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
共同体理念。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始
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全国政协委
员、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纳日碧力戈表
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
性，有血有肉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通过对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关键符
号发掘和阐释，激发有利于各民族大团
结、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共同社会记忆，
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互相认同和了解。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
族共同体成员认知表达、情感表达和精
神寄托之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
族博物馆副馆长郑茜认为，要切实做好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大力推进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使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更好地适应当代经济、政治和社会
发展的需要；要加大对民族地区文物和
文化遗产中体现共同性融合性的文史资
源的整理，充分发挥其在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中的积极作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一个长期过
程，是慢活、细活、感情活，有形有感
才能更有效。”在全国政协委员、国家
民委原副部长级专职委员孙学玉看来，
深厚的文化因子和坚定的文化认同是中
华民族团结凝聚的根本，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必须坚定不移地抓住这个根
本，牢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讲好讲活各民族共同奋斗、融合发展的
故事，传承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持之以恒建设好、丰富好、守护好共有
精神家园。

“讲好中华民族故事，有助于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
和文化基础。”全国政协常委、民宗委
副主任赵宗岐建议，不断深化对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
思想的学习研究，深入实施红色基因传
承工程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中华民族
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贯穿于
党员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全
过程。同时，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
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寓于其
中，引导各族人民增强“五个认同”，
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

文旅融合促发展
互嵌共融同繁荣

干净整洁的柏油路连通各户人家，
清新亮丽的农家庭院错落有致，热情好
客的观光农业有序经营……走进巴彦淖
尔市临河区八一乡联丰村，各民族团结
安定、和谐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们村里一半以上的人家买了小
汽车。”村民聂昌慧家院里停放着一辆
小汽车，他对调研组说，“这几年村里
发展现代农业，种大棚的人家人均年收
入都能达到 10 万元。我家以前一直种
大田，家里地少，收入也不稳定。现在
经营两栋大棚，种植菊花、牵牛花、美
人蕉等观赏花卉，亩均收益达 12 万元
至15万元。”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
骨”，也是民族团结的“奠基石”。近年
来，联丰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把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和解决好
群众生产生活问题放在首位。目前已经
发展出庭院居住、大棚生产、生态养
殖、林果相依融合的高质量庭院经济模
式，探索发展“农业+旅游”新模式。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联丰村积极整
合“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等资源力量，开展各类活动，促进
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积极推进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健全民族团结乡村
制度基础，因村制宜探索大环境卫生常
态化保洁机制，使乡村生活环境不断改
善，美丽乡村建设成果不断巩固。

联丰村的变化仅仅是内蒙古这片土
地上众多乡村变化的一个缩影。中华民
族一家亲，乡村振兴面貌新。一个个生
动精彩的乡村发展故事，是内蒙古自治
区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扎
实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牧区现代化的丰
硕成果。

“每天发电约 5552 千瓦时，收益
1843 元，60 户村民受益，30 户脱贫户
参与其中。”这是调研组在大同市云州

区杜庄乡马家会村了解到的该村通过屋
顶光伏为村民稳定增收致富的情况。

据了解，马家会村是大同市最大的
回族聚居村。多年来，该村村民靠种植
业和养殖业维持生计，村集体经济收入
相对薄弱。为切实发展壮大马家会村集
体经济，促进村民增收，进一步巩固民
族团结基础，2022 年以来，马家会村
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把产业振兴
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发展屋顶光
伏电站项目，按年发放收益，每年可为
村集体创造净利润约 50 万元。项目于
2023年 7月 1日正式并网发电，截至目
前已累计收益58万余元。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进程，必然
是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必
然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
展的过程。调研组表示，要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构建互嵌式社会结
构和社区环境，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
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和
氛围。

“要立足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红
色文化，深入推进文旅融合发展，促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国政协委
员、中央民族歌舞团演员刘媛媛表示，
要大力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利
用好地方和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宝库，大
力进行各类文化资源的整合，构建富有
时代魅力的文化载体，构筑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

“要加强旅游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理论研究，培育一批有影响力
带动性强的民族文化旅游经营主体。”
全国政协委员、通辽市副市长曹金山建
议，将民族团结进步的理念深度融入文
化旅游中，以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助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提质
增效，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浸润
人心。

在全国政协委员尹璐看来，产业是
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抓手。她建
议，要坚持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同频
共振”，将产业发展与民族团结工作有
机结合，实现各族群众增产增收，共享
繁荣发展硕果，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

“构建互嵌式社区环境是增进各民
族成员形成‘石榴籽’效应、促进民族
关系和谐的重要保障与支撑，是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全国
政协常委、民宗委副主任杨发明认为，
在民族互嵌社区建设和规划中应融入共
享理念以激发各族居民共创美好生活的
动力。同时，要保障在互嵌社区建设中
各族居民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实现共
同富裕，从而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物质基础。

播撒民族团结种子
互学互融共同成长

“同学们，这堂课我们要用剪刀、
刻刀创作剪纸《一家亲》。”当调研组走
进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亿利东方小学时，
第二课堂的美术老师申丹正在向学生讲
授中国剪纸的艺术特点，并教授学生在
纸上绘出民族团结一家亲题材的图样。

“我希望借助剪纸这一艺术表现形
式，让每一位同学都成为民族团结进步
的宣传员和实践者。在创作中既让大家

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韵味，又认识到民族
团结进步的内涵，使我们的第二课堂更
加有意义。”申丹对调研组说。

“我们学校依托传统项目开设了 20
多种校本课程 （第二课堂课程），让学
生按照各自特长和兴趣自主选择课程，
将‘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四个与
共’的理念深植于各族学生心中。”校
长任爱霞介绍。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把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全方位融入办学治校全过程、
教书育人各环节，深化民族班办学模式
改革，推进民汉合校、混班混宿，在学
前教育阶段开设“立德育苗”课堂，在
义务教育阶段推广 《中华民族大团结》
教材并将相关内容纳入中考考试范围，
在高中教育阶段开展主题社会实践、高
质量上好思想政治课程，在高等教育阶
段开设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必修
课、开展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
等，持续实施“石榴籽”育人工程、时
代新人铸魂工程，促进各族青少年不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通过“以
小手拉大手”不断凝聚起各族群众团结
奋斗、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合力。

“我国历史悠久、璀璨绚丽的服饰
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
和蓬勃创造力。历次服饰变革，都是民
族融合、文化交流的生动写照，凝结着
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的优秀成果。”在
山西大同市平城区御河小学的民族团结
进步主题班会上，孙文鑫老师图文并茂
地讲解了民族服饰、民族风俗、民族文
化等内容。

“开展此次班会的目的是让学生们
在校园感受和了解多姿多彩的中华文
化，让民族团结进步的种子扎根在学生
心中。”孙文鑫告诉调研组。

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学
校教育教学实践中，是全面推进民族团
结进步的应有之义。调研组认为，学校
教育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进一步推广普及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强思想浸润和文
化涵养，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孩
子的心灵深处，引导和帮助各民族学生
互学互融，共同成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打好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这个重要基础。”全国政
协常委、民宗委副主任苟仲文认为，要

大力加强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各类教材编写和推行，深入拓展推进

“大思政课”全面育人格局和大中小学
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并将相关教育融
入幼儿教学。同时，要切实发挥学前教
育、义务教育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方面主阵地作用，持续提升青少年
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语言文化素养。

全国政协委员雷迅建议，各级各类
学校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挖掘融合教育资源，创新教育载体
和教学方式，拓宽畅通各民族师生交往
交流交融实践途径，规范组织开展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教学活动，不断提高针对
性和实效性，切实提升育人效果。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是
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基
础和桥梁纽带。”全国政协委员、内蒙
古大学法学院教授鄂晓梅建议，全面推
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全面加强民族地
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落实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教育教学基本用语
用字的要求，为各民族学生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夯实语言文字相通的文化
基础和心灵相通的思想基础。同时，要
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和
使用。

“语言文字相通增进心灵沟通。”在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
政协主席凌云看来，要加强幼儿园和小
学阶段的普通话教育教学，让各族少年
儿童在语言学习关键期学会普通话。加
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师资培训和学习资
源建设，利用信息化技术扩大优质资源
供给，为民族地区青少年、中小学教师
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断提
升应用水平，提供精准有效服务。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全
国政协常委、民宗委副主任蒋建国表
示，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着
力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
代化，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推动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发展新
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
特色产业发展、基础设施保障、基本公
共服务水平，满足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有形有感有效地构筑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全国政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专题调研综述

文/图 本报记者 孙金诚

“这次调研，我们白天深入社
区、乡村、学校、企业、文博场馆
等实地走访调研，晚上邀请各族干
部群众 79 人分别访谈听取意见，
更全面直观地掌握实情。”在调研
组内部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
中部战区某大队专业技术大校正高
级工程师尹璐表示，调研期间举行
的分组访谈活动，让她感触很多，
受益匪浅。

分组访谈是全国政协民宗委近
年来在调研过程中创新采取的一种
调研形式。访谈前，调研组成员被
分为若干小组，每组随机分配4至
5名当地各族干部群众作为访谈对
象。访谈事先不设具体问题，访谈
过程中，受访人围绕调研主题随意
展开交流内容，敞开心扉一吐为
快，小组成员可以根据交流内容随
时提问。

此次调研期间，记者也被分到
小组内，参与访谈，亲身体会到

“倾听来自一线的大声疾呼，收集
来自基层的智慧锦囊”的成效。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
险，履之者知。毛泽东同志在其著
作《反对本本主义》中旗帜鲜明地
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

调查研究既是我们党的“传家
宝”，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也
是人民政协的参政之本、履职之
基、成事之道。调研真正落在实
处，不能“踩点式”走马观花、

“盆景式”只看不问，必须以求
深、求实、求细、求准、求效为导
向，揣着问题，躬身向下，与群众
面对面，鼓励基层干部群众多说
话、说真话，让干部群众感受到尊
重和重视，从而打开话匣子，畅所
欲言。

倾听是最好的沟通方式。深入
一线开展调查研究，那些来自基层
一线的声音，是调查研究最宝贵的
财富。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
基层群众的期盼和心声。有对政策
的建议和期待，有对社会问题的关
注和担忧，用心倾听，深入考究，
群众的需求就会跃然纸上，调查研
究才能“有的放矢”。

让群众唱主角，用心倾听，恰
当回应，了解多了、眼界宽了，才
不会一叶障目、坐井观天，才能精
准发现问题，找到问题症结；才能
知道群众想什么、要什么、向往什
么，才能做出高质量的调研。

习近平总书记深入调研，走过
沟壑纵横的高原路，走过坡急沟深
的盘山路，走过麦浪滚滚的乡间
路。他时常强调，“要拜人民为
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
身子，接地气、通下情”。

新时代新征程新作为，用好调
查研究“传家宝”，把调查研究做
到听真、走深、做实，才能为党和
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提
供指导，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用好调查研究“传家宝”
本报记者 孙金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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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组在乌兰察布市集宁区马连渠乡大十号行政村调研调研组在乌兰察布市集宁区马连渠乡大十号行政村调研

我国是历史悠久
的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一部中国史，就是
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
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
史，就是各民族共同
缔造、发展、巩固统一
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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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必须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的主线”“必须构筑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使各民族人心归
聚、精神相依，形成人
心凝聚、团结奋进的
强大精神纽带”。

调研组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八一乡联丰村开展入户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