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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
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抓实。”这
一重要论述，进一步拓展了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新思路新要求。我
们要切实领会到位、落实到位。

树牢中华民族历史观，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历史基础。中华民
族历史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历史依据，要时刻牢记只有树立正确的
中华民族历史观，才能尊重国情、尊重历
史、尊重规律，深刻体会中华民族休戚与
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
同体理念，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极端重要性和现
实针对性。要牢记统一多民族国家是我
们的基本国情。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工作抓实，就是要突出中华民族血
脉相连这个重点，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
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推动各民族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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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处理共同性和差异性关系，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思想基础。中
华民族与各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
员的关系，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
体是主线和方向。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要引导各民
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放在首位，
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要在实
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
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
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
只有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才能在抓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工作中做到增进共同性和尊重、包容差异性，从而积极引
导各民族之间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在思想观念、精神
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

深刻理解“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的价值导向，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物质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工程，民族地区的各项建设都要聚
焦这条主线。要运用系统思维，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工作摆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统
筹谋划，找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要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全
局，立足资源禀赋培育新的增长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培育
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加快构建体现区域
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民族地区迈上高质量发
展的轨道，更好把发展成果落实到改善民生、惠及当地、增进
团结上，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持续推进“五个互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
群众基础。新形势下，我们要顺应趋势，因势利导、与时俱进地
拓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同时，要统筹城乡建设布局规
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完善政策举措，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提高人口和产业聚集度，加快建设互嵌式社会
结构和社区环境，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
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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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体
系，搞好社会宣传教育。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有
利环境中，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在“有形有感有效”上持续用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夯实实践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做看得
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做大量“润物细无声”的事情。各项工
作都要往实里抓、往细里做，要有形、有感、有效，才能达到抓
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要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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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举措，是构建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途径，也是各民族参与伟大复
兴进程、共享伟大复兴成果的必要条件。要坚定推行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教育，逐步提高各族群众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的意识和能力。要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利用好丰
富的文物和文化资源，让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得到充
分展现、直抵人心，引导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
观、历史观、宗教观。要深入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加强对
各族青少年的现代文化教育、科普教育和无神论教育，引导
他们积极融入现代文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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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邵阳是一个多民族城市，全市有一
个苗族自治县和二十多个民族乡，是一
个少数民族工作大市。拥有丰富少数民
族文化和独特自然风景，具有发展旅游
业的巨大潜力。当前，随着旅游促进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的提出，少数民
族旅游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我们要坚
持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
以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民族
地区繁荣发展。

注入新内涵:在旅游宣传上要重视
培育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年
来，我市重视少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大
力宣传独特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文化，但
是从长久发展的眼光来看，需要通过铸牢
游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更好地发
挥文化宣传的作用，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因此，在制定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旅游
宣传策略时，不是只以神话故事和传说来
吸引游客，还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思想基础，增强对当地少数民族历史的正
确了解和认识，以文化凝聚人心，增强本
地区的文化凝聚力，让游客能够真正了解
当地少数民族的历史，促进民族团结，吸
引更多游客来到邵阳。

扩充新路线:推动打造一批体现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团结进步价值
理念的旅游产品和精品线路。民族文化
旅游产品和精品路线包涵了文创产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民俗表演等内
容，融入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内容，让游客看到、听到、感受到邵阳景
区的独特魅力，这有利于增强各族人民
群众的民族认同感。要紧紧围绕维护国
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这一根本原则，

充分利用邵阳的民族文化资源和生态优
势，深入挖掘民族节庆、民族建筑、传统
技艺等文化资源中的价值元素，赋予优
秀传统文化现代经济功能，推动非物质
文化遗产、文化创意、生活体验、休闲娱
乐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推出民族特色
及生态旅游线路。同时要推动非遗保护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一批特
色浓郁的民族传统技艺创意生产、保护
与传习基地，研发一批满足现代生活个
性化、定制化、多样化需求的民族文创产
品。

发展新业态:推动民族地区旅游业
发展与文化、科技等多领域深度融合。
依托民族特色，创新旅游发展业态是加
快民族地区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
径。要促进红色旅游与民族地区生态旅
游、乡村旅游等业态相融合，培育新兴业
态。我市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要充分
发掘民族聚居地区的革命历史文化遗
产，通过小品、歌舞剧、篝火晚会等形式
联合当地群众积极参与，还原革命战争
时期红军打土豪、护百姓等场景，让游客
更能理解当时艰苦的环境和先烈们大无
畏的革命精神，增强游客特别是青少年
游客的爱国情感，培育各族人民群众的
爱国主义情怀，带动民族聚居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同时提升旅游业科技化水
平，通过线上直播、交互体验等新业态对
民族文化进行广泛宣传，运用大数据等
科技手段营造虚实结合的空间，让游客
在身临其境中了解中华民族历史、领悟
中华文化，实现各民族在空间、心理等方
面的全方位嵌入。

培育新主体:推动民族地区旅游演

艺、文化遗产旅游等传统商业综合体转
型升级。以前，我市对少数民族地区旅
游业重视程度高、投资大，但收效并不明
显，原因之一就是产业融合发展不足。
目前邵阳市大部分民族聚居地区的旅游
产业是以自然观光和民情民俗欣赏为
主，其他配套消费措施并未同步跟进。
要通过加强少数民族地区间的资源整
合，延伸旅游产业链条，打造“吃住行游
购娱”综合性产业项目，增强我市民族旅
游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建设“吃住行
游购娱”综合性产业项目要着重强调游
客在旅行过程中的整体感受，应积极吸
引市场各类主体参与投资。

用好新基地:发挥民族民俗文化旅
游示范区和乡村旅游重点村镇的示范作
用。推动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需要发挥地方民族民俗文化旅游示
范区和乡村旅游重点村镇的示范引领作
用。目前，我市已有隆回县虎形山瑶族
乡入选第二批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镇
(乡)名单；新邵县严塘镇花亭子村、武冈
市辕门口街道办事处古山村、邵阳县塘
渡口镇蔡山团村入选第四批湖南省乡村
旅游重点村名单，还有如绥宁大园村、城
步大寨村等一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
要在现有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示范带领
下，继续加强培育和推介。同时，要深入
挖掘“城步吊龙”“武冈丝弦”“苗绣”“滩
头年画”等民间文化遗产，加快建设非遗
文化展示场所、传承体验中心等，结合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建
设，以民族团结为主题开辟一批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旅游基地。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旅游促进交往交流交融
带动民族地区繁荣发展

王珂珂

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各民族必须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
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四个与共”共
同体理念，切实增强对伟大祖国认同、对
中华民族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
共产党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
的“五个认同”，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这种共同体意识的倡导，是与人类
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一家亲、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等密切相关的，或整体与部
分，或前提与结果，或实践与信仰，或目
标与追求，或精神与动力，或人本与民
本，或前因与后果等。所以，要系统全面
地学习、理解与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民族工作放在大
局、时代、未来的背景中来抓，切实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民族；中
华文明一脉相承，是唯一尚存不断发展的
文明。历史经验说明，统一的、平等的、携手
共进的民族大家庭，就是发展的、进步的、
共同繁荣的；分裂的、对立的、相互残杀的
各民族，注定是萧条的、倒退的、折腾消耗
的。这与一个家庭、一个家族是一样的，“家
和万事兴”。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各成
员目标一致、步调一致，休戚与共、荣辱与
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至关重要。

近来热议的俄乌战争、以巴冲突，以
致家国蒙难、人员伤亡、民生多艰、人道
主义多灾多难。俄乌兄弟民族在苏联时

期，是一起浴血奋战、抗击纳粹的兄弟，
但现在在地缘政治的迷茫中刀戈相见。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因为民族矛盾，爆发
5次中东战争。这次以巴冲突又导致1万
多人死亡，平民遭到无差别袭击。

中国56个民族，14亿多人，团结如一
家。杭州亚运会期间，我们派专机接送来
访华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夫妇。总统夫人
在杭州灵隐寺参观时被中国游客称赞“你
真美丽”时，她回答道“你们有一个美丽的
国家”。短短一句话戳中了多少人的泪点。

所以，要突出中华民族血脉相连这
个关键点，切实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工作，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
族的认同感，促进各民族团结奋进、共同
繁荣发展。

（作者单位：市委老干局）

让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李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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