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的青海大地，微风徐徐，万物复苏。在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能
看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景。生活在这里的汉族、藏族、回族、土族、蒙古
族、撒拉族等各族群众，手挽手、肩并肩，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
设伟大祖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共同描绘着新时代民族团结的壮美画卷。

青海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多元文化交织，是全国少数民族占比最高
的省份，也是在全国率先成为所有市州、70%的县(市、区)建成全国示范区的
省。在青海，民族团结是历史悠久的文化传承，是深入骨髓的精神基因，是各
族人民倍加珍惜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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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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的

具体实践。

根深方可叶茂，本固才能枝荣。青海始

终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

的民族工作的“纲”，坚持把思想引领作为先

导性、基础性工作，把民族团结纳入干部教

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广泛开展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走进玉树市第五民族完全小学，民族团

结进步的氛围扑面而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主题活动墙、民族团结黑板报，具有特色的民

族歌舞和课间活动令人目不暇接。又到一年

开学季，学校把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作为开学

第一课的内容，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

孩子的心田。“我们始终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贯穿教学活动，让民族团结走进课堂、

走进师生心里，在校园生根、开花、结果。”玉

树市第五民族完全小学校长伊羊说。

“以河流组成的‘56’图形为主题，代表全

国 56 个民族大团结，各个民族团结互助紧密

相连……”2 月 23 日，省委统战部召开新闻发

布会，发布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形象标识。

该标识分标准形式和徽章形式，主要应用于

各类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和创建活动，并在涉

及民族、文化、旅游等领域宣传活动和可应用

的载体中广泛宣传推广使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做好新时代

民族工作的主线。青海高度重视和加强中华民

族史研究，成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青海研

究中心，依托省社科院、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

大学成立3个省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

究基地，支持西宁市创建全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示范市。同时，针对党员干部、农牧民、务

工人员、学生、宗教界等不同群体开展“滴灌”教

育，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月活动，创立马背宣讲队、

双语专家团、宗教人士宣讲组等特色宣讲队伍，

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

上向现代化迈进，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国梦成为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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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共有精神家园 铸民族团结之魂

行走在青海的城乡，处处能感受到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省创建迸发出来的思想引领之

力、示范带动之力、全民共创之力，处处能看

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和

谐氛围。

“我们村谁家有婚丧嫁娶，谁家在盖房，

只要招呼一声，大家不分民族都会过去帮忙，

村里形成了互帮互助、和谐相处的好氛围。”

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东滩五村村委会主任

韩永林说。多年来，东滩五村围绕“共同团结

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一主题，积极开展丰

富多彩的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活动，增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

“社区通过各种活动，把各民族居民聚在

一起，加强了大家的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了邻

里感情。”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小石山社区居

民夏秀英高兴地说。该社区积极打造党建引

领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事 业 的 “ 新 引 擎 ”， 开 展

“百家宴”“寒暑假第二课堂”“我是一颗石

榴籽”故事分享会等创建活动，向着学习型、

服务型、文体型、和谐型、共建型“五型社区”

目标迈进。

民族团结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

失之则难存。青海坚持重在基层、重在平时，

扎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十进”活动，创建工

作覆盖到各行各业，构建了全民共创共建共

享的生动局面。特别是在加强城市民族工作

方面，推进“社区石榴籽家园”建设、组建

“社区石榴籽党支部”等服务平台。强化少

数民族务工人员跨区域服务管理，针对分布

在全国 277 座城市的 20 多万“拉面人”创业

大 军 ， 与 20 个 省 市 建 立 服 务 管 理 协 作 机

制。鼓励和引导各民族共居共事共学共乐，

坚持民族团结从娃娃抓起，编纂校本教材、

创作校园歌曲，建成 20 个全省青少年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示范点，组织开展各族学生交

流考察、手拉手行动，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孩

子心灵深处生根发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青海各族干部群

众同心同德、凝心聚力，高举民族团结的旗

帜，正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创建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昂首迈进。

（本报记者 魏 爽）

促进交往交流交融 聚民族团结之力

“团结稳定是乡村发展的前提，对于我们

来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建设好民族

团结、产业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海东市互

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卓扎滩村党支部书记颜

章东说。春节期间，卓扎滩原生态景区吸引众

多游客前来体验冰雪项目的乐趣。卓扎滩村

地处浅山地区，以汉族、土族、藏族为主。近几

年，村党支部带领村民发展冰雪运动、生态旅

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了民族团结一家亲。

这几天，在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智青松

多镇宁友村宜居乡村振兴示范村项目建设现

场，久治县乡村振兴、住建、发改等部门负责人

会同项目规划设计单位正一起铆足干劲，开足

马力，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冲刺一季度“开门

红”。“村庄美不美，环境好不好，直接关系到群

众生活质量的提高。2022 年，我们将积极探

索‘民族团结+乡村振兴’融合模式，以农牧区

人居环境整治五年提升行动为契机，着力改善

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以团结促和谐，以产业

促发展，为全县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示范带头作用和样板

经验。”宁友村党支部书记确保说。

民族团结是发展进步的基石，民族团结

搞得越好，这个基石就越牢固。过去一年，青

海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与高质量发展、民生

改善、“四地”建设等重大战略有机融合，以深

入推进“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行动为抓手，

打造各民族共享的经济新业态。一大批农牧

民吃上了生态和特色旅游饭，扶持特色优势

产业发展，出台推动“拉面产业”发展、促进

“青绣”产业升级的实施意见和行动计划，“拉

面经济”年经营性收入超过 180 亿元，连续举

办三届全省青绣大赛，30 万农牧区妇女参与

巧手脱贫，“舌尖上的拉面”“指尖上的青绣”

成为彰显民族团结进步和时代主旋律的青海

特色产业。

坚持携手并肩奋斗 固民族团结之基

其乐融融，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 本报记者 李娜 摄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
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民族团结
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
本。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嘱托，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加强党
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深化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
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
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争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践行者，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
在青海大地常开长盛。

在全国大局中，青海在维护
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
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是青海民族工作的灵魂和
主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青
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坚实的现
实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积淀。如
今，“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
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
间也相互离不开”的理念已经成
为青海各族人民的自觉行动，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的主题已经成为青海各族人民
的共同追求。

“群力谁能御，齐心石可
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用
实际行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采取有形、有感、有效举
措，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潜移默化地嵌入心中，融入血
液，铸入灵魂，促进各民族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让党中
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各项决策部
署在青海全面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要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历史的研究，引导各族人民树立
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
历史观，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
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要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
融合发展，统筹建设包括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省在内的“五个示范
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
创建与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
业基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
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等有机
结合，把民族团结同推动经济发
展、保护生态环境、保障改善民
生、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更好统筹
起来，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各族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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