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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宥力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书写好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系列述评之九

民族团结进步巨笔描绘和谐画卷民族团结进步巨笔描绘和谐画卷

行走在青海各地的城镇社区、乡村牧区，处处可见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生动场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
相助、和谐发展、和衷共济，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建美好家
园，共创美好未来，青海正不断舒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的动人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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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战略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民族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采取了一
系列新举措，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在
青海，各族群众生活蒸蒸日上，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各族人民心
向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国梦”，成为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生动写照。

阳光暖暖地照耀着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彩虹小学，教

室里时而传出的琅琅读书声甚是美妙。校长刘成旭走进思

政工作室，看着眼前一件件孩子们的手工作品，脸上满是“宠

溺”的笑容。

这个工作室中最大的一个展区展出的是孩子们做的关

于“民族团结”主题的作品，“这是彩笔画、这是手抄报，还有

用不同颜色的豆子粘贴的，还有的是用毛线编织的……每一

件作品都非常用心。”刘成旭说，“先不说精美不精美，只要孩

子们用心做了，就会有收获，这是我们举办这项活动的初

心。”

在一件件满是稚气的手工作品中，孩子们表达了自己对

“我心向党”“石榴花开籽籽同心”等主题的理解，在他们清澈

的心灵中，“民族团结”的种子已经深深埋下。

在青海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的进程中，还有很

多个“彩虹小学”把创建工作作为己任，既有遵循党的方针政

策的坚定，也有敢为人先的魄力，不断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

实。

加快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是青海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

怎样才能把这条路走得又稳又好？既要创新突破，也要

虚心学习。2023年，我省专门组织各级创建办专职副主任赴

云南考察学习先进经验做法，促进学习交流，提升创建工作

能力水平；又通过举办“中国民族学学会 2023 年高层论坛暨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与实践”论坛，组

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为创新推进示范省创建出谋划策、献计

出力。

如果说民族团结是发展进步的基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保障，那么基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就是为基石“加码”。

在创建工作中，青海深入推进社区“石榴籽家园”建设，全

省各地着力推动基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累计建成 388个“石

榴籽家园”，有力构建起互嵌式社会结构和发展环境，并在全

国推广青海经验做法。扎实做好全国、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区、示范单位推荐、审核、申报、命名等工作，全省县（市、区）

全国示范区命名数增加到42个，达到93.3%。省级命名119个

示范区示范单位、40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和 20个青少年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示范点。

对已命名满 5 年的全国、全省示范区示范单位进行复检

复验，各地在互检互学中有力解决了“牌子到手、创建到头”

的问题，持续推进创建工作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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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海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

知识竞赛历经 14 年的打造，已经成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第二课

堂”的重要平台，也成为展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知识学习

成效的重要平台。

一直以来，青海坚持把思想引领作为先导性、基础性工作，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宣

传教育全过程，广泛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

2024 年青海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以创建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省为牵引，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十进’活动，

更加有形有感有效打造民族团结进步‘青海样板’。持续开展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十项行动’，构建‘两平台、四载

体’，深化城市民族工作，打造一批共有精神家园标志性成果。加

快实施少数民族发展项目，培育壮大民族地区产业品牌……”

对于“有形有感有效”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目标，青海民族大

学的师生颇有感触。他们表示，学校每年会组织很多不同形式的

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活动，大家通过交流学习，有

了根深蒂固的共识：“民族团结是社会的基石，我们要携手共进，

相互尊重，发扬民族文化，把民族团结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才能实

现国家的繁荣昌盛。”

相同的认识，共同的目标，共有的精神家园，让青海民族团结

进步的脚步一年比一年走得扎实。

2023 年，全省组织开展“我为民族团结代言”短视频拍摄活

动，34 名代言人“小切口”深入，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宣传我省

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欣荣景象；22 名全

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突出贡献者被评为“青海民族团结感动人

物”；全国 24 家重点网络媒体开展“石榴花开别样红 民族团结一

家亲”的采访活动，440 多万次的点击量让青海以一种别样的美

让更多人了解，它不同于生态美，不同于人文美，而是在青海大地

上“多元文化，民族团结，繁荣发展，和谐共生”的美。

青海持续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一中心三基

地”格局，挖掘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实践。连

续多年在全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打造“青海石榴籽

家园”系列网络新媒体宣传品牌，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短视频展播、

民族团结进步知识网络答题等活动。发布推广使用以石榴和数

字“56”为外形和主体，以昆仑山、长江、黄河、澜沧江为主要元素

的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形象标识（LOGO），设立主题公园、宣传

长廊，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两路”精神等，通过线上线下共

同发力，青海深化了民族团结思想教育，唱响了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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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洛藏族自治州“格萨尔王杯”足球赛已经举办了 17
年，从当时的足球爱好者自发组织，已经发展为目前全州六

县全部参与的果洛州最高级别赛事，并在全州乃至全省范围

内享有盛名，被当地称为“果超联赛”，也是全国海拔最高的

足球赛事之一。

比赛期间，来自不同地域的球员因足球相聚，尽管面临

着高海拔、干燥、低温、缺氧的环境，但他们对于足球的热情

不减，在高原之上展现着拼搏精神，也共同分享着激情与快

乐。2023年，第九届“果超联赛”还邀请到来自西藏、四川、甘

肃、青海等地的 9 支球队共同参赛，不仅丰富了本地区体育

赛事活动，也拉近了与周边地区足球爱好者的感情，带动了

青甘川藏地区的足球氛围。

同样在青海，一年一度的青海省农牧民篮球赛也在如火

如荼地开展。这场全省农牧民群众的篮球盛宴在省内群众

基础深厚、关注度高、参与度广、影响力大，不仅推动了青海

文化体育和旅游事业健康发展，也逐渐成为宣传推介大美青

海的一张新名片。参赛运动员涵盖多个民族，赛事激发了农

牧民群众健身热情，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篮球运

动在农村牧区普及发展，更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

融。

除了体育项目，青海还从多个领域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培育 97
个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评定 80 家省级非遗工坊和非遗传

承基地，设立省级河湟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厚植各民族

共创共享共传的中华文化基因。大力挖掘、宣传瞿昙寺等蕴

涵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

大力实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十项行动”。落实国家

民委三项计划，启动实施基层组织“领头雁”能力提升“强基”

等跨区域“三交”十项行动，全面推动基层干部、青少年、各族

群众等各类群体走出青海、融入全国。

2023 年，援青省市投入 9300 余万元支持青海六州实施

促进“三交”项目。通过打造“环湖赛”等国际品牌赛事，以旅

游促进省内外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创新打造 388 个社

区“石榴籽家园”，构建“社区党组织+小区党支部+业主委员

会+物业服务企业”社区民族工作模式，实现各族群众共居

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树高千尺有根，水流万里有源。青海各族党员干部群众

心里都装着一个明明白白的道理：“只要民心相通，和睦团

结，就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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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花开，籽籽同心。 本报记者 李娜 魏雅琪 摄

各民族民心相通，守望相助，团结和睦。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