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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黄河十八道湾，

湾套湾，

三江源是我的家园，

民歌的海洋花儿的天，

要唱出美好的明天！”

全国政协民宗委调研组在青海互助土族

自治县纳顿庄园调研时，正在介绍村庄里民

族团结情况的一位土族姑娘芳儿即兴唱起了

土族民族风情浓郁的“花儿”高亢婉转的歌

声中透露出的自信、欢乐，深深感染了调研

组成员。

纳顿庄园位于互助县威远镇小庄村，是

青海省具有土族文化特色、集休闲度假为一

体的文化旅游综合体，也是青海省土族特色

文化传承发展和产业开发的示范基地和生产

性的保护单位。芳儿说，在这里，土族的乡

亲传承和展示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吃上富裕

的旅游饭，“花儿”越唱越响亮。

青海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并存、多元

文化共融。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全省有 54

个民族成份，少数民族人口 293.04 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 592.4 万人的 49.47%。全省有

6 个民族自治州、7 个民族自治县、28 个民

族乡。像芳儿一样的少数民族群众，在青海

这片土地世代生活，与各民族同胞一起创造

着美好的生活。

“我是蒙古族，我先生是藏族。在我们

青海，这样的家庭很多。家庭之外，随处可

见各民族同胞一同搭班工作、共融生活。”

金花委员笑着“现身说法”，引来调研组中

各民族委员的一致认同。

在海东市平安区的平安驿·河湟民俗文

化体验地，藏式的奶茶飘着清香，回族的馓

子刚刚出锅，撒拉族的拉面令人垂涎……一

条街上，如织的游人兴致勃勃地品着当地特

色美食，在独具河湟文化特色的各民族传统

建筑中感受着千年古镇今日谱出的民族团结

之歌。

在格尔木市河西街道建安社区一间文体

活动室中，几位老人正在挥毫泼墨练习书

法 。 汉 族 的 任 志 珂 、 魏 义 生 和 蒙 古 族 的

巴特尔三位大叔围在一张大桌子前，两位写

汉字，一位书蒙文，各自怡然。他们都是社

区的退休居民，为建设青海奋斗了多年，也

见证了家乡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在 海 拔 3000 米 的 长 江 源 村 调 研 时 ，

一 行 标 语 吸 引 了 委 员 们 的 注 意 ——“ 你

们的幸福日子还长着呢。”2016 年 8 月 22

日 ， 在 此 考 察 的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看 到 这 里

的 藏 族 同 胞 住 上 了 漂 亮 的 楼 房 ， 有 稳 定

的 收 入 ， 普 遍 参 加 了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和 养

老 保 险 ， 生 活 水 平 有 了 大 幅 提 高 ， 高 兴

地 说 出 了 这 句 话 。 如 今 ， 这 句 话 被 写 在

村 口 的 墙 壁 上 ， 鼓 舞 着 村 民 ， 也 鼓 舞 着

来来往往的各族群众。

结束调研时，正逢古尔邦节即将到来，

调研组所到之处，看到各族群众互道节日问

候，彼此分享着节日的喜悦。委员们说，幸

福就像花儿一样，在青海大地上处处开放。

幸 福 花 儿 处 处 开
本报记者 李寅峰

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民族传统技艺实

训室中，藏族小伙子洛桑和他的几位同学认真

地调着光，拍摄着桌面的静物；

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颜村里，76 岁的

土族大娘热情地与全国各地游客拉着家常，念

叨着易地搬迁后的好生活，说自己在家门口绣

着盘绣就把钱赚了；

格尔木市河西街道建安社区，工作人员细

数着辖区内各族群众的开心事儿和小烦恼，就

如说起自己的家事……

5 天的调研，一幕幕这样的场景出现在调

研组面前，让大家脑海里的青海“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区创建”工作图景也越来越清晰。

■ 创建工作成效突出、特色鲜明

自 2012 年以来，全国累计培育选树了 11 批

共 2055 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

为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

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树立了榜样标杆。“作

为 民 族 工 作 大 省 ， 青 海 的 创 建 工 作 做 得 怎

样？”带着这样的问题，调研组成员一路思考、

一路观察。

初抵西宁，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陈刚，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晓军，青海省

政协主席公保扎西等在会见调研组时，就青海

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与调研组一行深入互

动交流。在随后举办的情况介绍会上，青海省

副省长杨志文及各相关部门负责人结合具体的

实例和数据进行了更为细致的介绍。随着调研

的开展，委员们的认知也更加清晰。

调研组认为，作为全国较早开展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工作的省份、全国首个所有市 （州）

建成国家级示范的省份，青海省委、省政府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

工作的重要思想，始终把民族工作摆在“国之

大者”“省之要事”的突出位置。

一 件 件 实 例 、 一 组 组 数 据 是 最 好 的 佐

证 ——

青海率先成立党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暨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事 业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 构 建

省、市 （州）、县 （区）、乡 （镇） 四级党委、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双组长”的领导体制，

党委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在全国开创了

党委总揽创建工作的先例；

青海创新建立民族团结专项考核、示范单

位动态管理办法、创建工作第三方评估以及专

项奖补激励等机制，全省所有市 （州） 和 93.3%

的县 （市、区） 先后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区，创建工作不断提质增效；

青海始终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

全省各项工作的主线，作为干部教育、国民教

育、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全省宣传教育

思想工作整体部署；

青海针对党员干部、农牧民、务工人员、

学生、宗教界等不同群体，常态化开展形式多

样的学习培训、宣传宣讲和主题实践活动；

青海省政协组织委员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开

展履职活动，鼓励委员发挥优势积极参与创建

工作，宣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令调研组耳目一新的是，在青海，创建工

作又搭建新的平台，衍生出创建“十进”活动

（进家庭、社区、乡村、学校、机关、企业、寺

院、军营、网络、市场），分类打造了 100 个乡

镇街道、村社区、青少年示范点，全面激发基

层工作活力和群众参与热情。

在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调研组看到学

生公寓、教室、楼道、食堂、实训室的各类民

族团结文化墙展示出团结友爱的校园氛围，学

校超过总人数半数是藏族学生，孩子们学习生

活在一起，不分彼此；在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支部书记讲党课、知识竞赛、书画摄

影等活动让企业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鲜活生动，各族干部职工团结奋斗的精神面

貌给调研组留下深刻印象；在格尔木市河西街

道建安社区，社区支部书记冯亚科向调研组自

豪 地 介 绍 了 社 区 红 红 火 火 的 “ 石 榴 籽 服 务 阵

地”——“石榴籽便民先锋队”“石榴籽理论宣

讲先锋队”“石榴籽网格调解先锋队”“石榴籽

天天敲门先锋队”等将辖区内包括藏族、蒙古

族、回族、撒拉族、土族、东乡族的 7000 余名

居民紧紧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紧紧抱在一起

的“石榴籽大家庭”。

■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您今年多大年纪？家里几口人？生活怎么

样？”

“我 72 岁了，家里 8 口人，两个儿子、两个

儿媳在海西种枸杞，我和老伴在家带孙子。孙

子上学去，我就来家门口的盘绣园‘上班’绣

花，每个月绣绣花就能赚 1000 多块钱！日子过

得很好！”

在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的“盘绣

园”中，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

员会主任张裔炯与门口一位正在绣花的土族大

娘聊起了日常。

“全村人均收入怎样？”“村子里少数民族

居民有多少？”“每年有多少个孩子考上大学？”

“我们人均年收入 36000 多元。村里的居民

全部是藏族。去年 12 个孩子考上大学，成绩

最好的考到了北京，上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在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的长江源村村口，

张裔炯以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副主任多杰热旦，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原副

秘书长刘建波等调研组成员与村干部亲切交谈。

两组对话都是缩影——在青海调研期间，

各 民 族 同 胞 团 结 和 谐 的 氛 围 、 欣 欣 向 荣 的 生

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给委员们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以班颜村为例。这是一个土族世居的传统

村落，369 户 1396 人中有土族人口 1368 人。曾

经的班颜闭塞、落后，精准识别出的建档立卡

贫 困 户 就 有 193 户 732 人 ， 超 过 全 村 的 半 数 。

从 2016 年起，该村实施总投资达 2487.05 万元

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旧山村变成了新家园，

村民们住进了崭新的房子。2016 年 8 月 23 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班彦村考察后，各族干部群

众 更 是 团 结 一 心 ， 牢 记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殷 切 嘱

托，以实际行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促进乡村振兴，形成以乡村旅游为引领，盘绣

制作、酩馏酒酿造、光伏发电、特色养殖等致

富产业多点开花、多元化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

良好局面。

如 今 的 班 彦 村 已 经 是 全 国 乡 村 旅 游 重 点

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国家森林乡村、中国

少 数 民 族 特 色 村 寨 、 省 级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示 范

村，一系列荣誉称号提升了村庄的知名度，更

点亮了各族群众的生活。在班彦村便民服务中

心二楼的班彦村村史馆，全国政协委员、最高

人民检察院原政治部主任潘毅琴将展墙上一幅

图 表 拍 照 留 存 ： 上 面 一 目 了 然 显 示 着 ， 2015

年，该村集体收入为 0 元，至 2023 年已经飙升

至 256.5 万元；2015 年，该村人均年收入 0.26

万元，2023 年已经达到 1.41 万元。

而长江源村更是一个奇迹——400 余名村

民 ， 全 部 是 从 海 拔 近 5000 米 的 唐 古 拉 山 镇 沱

沱河地区搬迁至格尔木市南郊移民定居点。村

民们在政府多项扶持政策帮助下，积极融入城

镇生活，同时努力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村

庄里，一排排藏式新居气派美观，街道中走过

的老人孩子都是笑容满面。

调研组看到，青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

力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与此同时，在

以工程引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方

面，青海省更是充分发挥对口援青、东西部协

作机制作用，取得可圈可点的成绩。据统计，

仅 2023 年，该省就实施促进“三交”项目 45

类 ， 实 现 各 类 人 员 跨 区 域 交 流 互 动 17.5 万 人

次，全省 20 多万各族群众在全国 330 多个大中

城 市 经 营 拉 面 等 产 业 ， 打 造 了 “ 舌 尖 上 的 拉

面”“指尖上的青绣”“小足球大团结”等“三

交”品牌。

调研组感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凝心聚力成效显著，各族群

众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脚步也更加坚实。

■ 久久为功做好创建工作

成 绩 有 目 共 睹 ， 不 足 也 不 能 忽 略 。 调 研

中，委员们细致观察到，青海各地在民族团结

进 步 创 建 方 面 做 了 大 量 工 作 ， 取 得 了 明 显 成

效，但是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深入开展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创 建 ， 着 力 深 化 内 涵 、 丰 富 形

式、创新方法”的指示要求还存在差距，有一

些共性问题需要解决。

“创建工作要久久为功，切忌当作短期的

目标，更忌形式主义。不能认为达标了，就松

懈了。”

“青海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好经验中，

及时有效的法治保障是重要一项，《青海省促进

民族团结进步条例》 早在 2018 年就出台。一定

要再接再厉！”

“支持青海的创建工作，也要关注到更具体

的抓手，比如调研期间，当地提到高海拔民族

聚居地区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应该

加大支持力度。”

“可以探索更多新的创建方式。例如，近期

举办的‘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中，

有精彩的文艺演出，有观赏性强的足球竞技，

有‘果洛牦牛’‘黄南藏羊’等抽奖礼品，参赛

队伍中有汉族、藏族、撒拉族、土族、维吾尔

族、蒙古族等多民族群众。这为民族团结进步

提供了很好的载体平台。”

……

一路调研，一路思考，全国政协常委、青

海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主 任 刘 同 德 ，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青 海 省 政 协 副 主 席 马 跃 祥 ， 全 国 政 协 委

员、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副院长李迎新，全

国政协委员、海军研究院某研究室专业技术大

校研究员怀利敏，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工商

联副主席韩文林，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金花

等调研组成员提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需

要进一步提升思想认识，丰富内容形式、搭建

多维度平台，更好体现新时代新要求新风貌。

调研组建议：

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要按

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

工作的主线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求，

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方向，深入

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要继续大力指导支持青海省深化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鼓励青海创建工作从“数量领先”

转向高标准的“质量优先”，不断探索新经验新

路径。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做好城市

民族工作，着力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

区环境，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

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民族地区各

项社会事业高质量发展，让各族人民共享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要深挖用好现有资源，做到既贯穿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又兼顾各领域创

建的实际需要。在宣传教育中坚持正确的中华

民族历史观，增强宣传阐释本地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史实的能力。在细化量化创建指标时充

分考虑实际需要，科学合理、与时俱进。坚持

正 确 的 创 建 理 念 ， 将 功 夫 下 在 平 时 、 下 在 实

处，促进创建常态化、长效化。

要提高各族群众参与创建的积极性，充分

尊重和体现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确保创

建过程群众参与，创建成效群众评判，创建成

果群众共享。坚持走基层群众路线，把创建工

作重心下沉到社区、乡村、企业、学校、连队等基

层单位，搭建群众乐于参与的平台。要让各族群

众亲身感受祖国的地大物博和中华民族的绚烂

文化，体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

就，从而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要营造团结进步的良好社会氛围，加大宣

传力度，面向社会多种形式讲好民族团结进步

故 事 。 各 地 结 合 实 际 ， 依 托 自 然 人 文 景 观 、

历 史 名 胜 古 迹 、 民 族 节 庆 活 动 、 爱 国 主 义 和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教 育 基 地 开 展 宣 传 教 育 ， 在 潜

移 默 化 、 润 物 细 无 声 中 引 导 各 族 群 众 体 悟 深

厚 的 中 华 民 族 历 史 文 化 ， 凝 聚 起 共 同 致 力 于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载体，是全面推进新

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部署。

6 月 11 日至 15 日，全国政协民族和

宗教委员会调研组赴青海省，围绕“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开展专题调研。5

天的时间，调研组在西宁市、海东市、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等地，走进城镇、乡

村、街道、学校、企业，通过召开座谈

会、现场听取情况介绍并随机与基层干部

群众交流互动，对青海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区创建工作有了更深入了解。调研组认

为，青海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成效突

出、特色鲜明，为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凝聚起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力量
——全国政协“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专题调研综述

文/图 本报记者 李寅峰

在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的平安驿·河湟民俗文化体验地，调研组走进当地各民族群众的商铺开展实地调研。

调研组走进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与藏族学生现场交流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