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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迈向新征程，

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

要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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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党

中央的决策部署贯穿民族工作各领域全过程，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

作高质量发展。 

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强政治保

证。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政

治保证。在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从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

到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培养，从民族地区基层政权建设，到深化对我们

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都一一作

了部署。回顾百年党史，我们党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始终如一，对

民族工作的领导始终坚强有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

正确道路。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把民族工作摆在极端重要位置，总书记亲自到内蒙古、新疆、

宁夏、广西、西藏等民族地区考察，亲自为民族地区量身擘画发展路

子，开创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中国共



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凝聚各民族、发

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迈向新征程，我们要深入把握我们党关于加

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完善党对民族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

在大统战格局下做好民族工作，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

要深刻认识民族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极强的工作，不断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民族工作从政治上看、从

政治上办，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要牢记“国之大者”，认

真履行党委主体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各领域，努力

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

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

作格局。 

必须坚持发展为“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物

质基础。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各民族共同繁荣是中国

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根本立场，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

策，支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民族地区

要找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

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迈向新征程，我们决不

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想法，要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民族地区各

种问题的总钥匙，推动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关切、解决好各族群众的急难



愁盼，切实增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感召力和说服

力。要深刻认识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推动民族地区高

质量发展的原则要求，准确把握民族地区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

的比较优势，走出一条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持续

加大民族地区支持帮扶力度，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有力推动

民族地区跟上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 

必须坚持文化润心，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牢思想根基。

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

决好，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是新时代我们党对巩固和发

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认识的深化。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

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实现民族复兴，必须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

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迈向新征程，我们要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中，深入总结我们党百年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

深化对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研究，加强现代文

明教育，深入实施文明创建、公民道德建设、时代新人培育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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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我国历史上民

族关系发展的主流，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



融的历史。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

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要构筑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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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坚持依法治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良好法治环

境。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只有在法治的环境、法治的轨道内开

展民族工作，民族平等才有保障，民族关系才会牢固，民族团结才可

持久。迈向新征程，我们要高举社会主义法治旗帜，弘扬法治精神，

把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落实到民族工作各个领域，不断推进民族事务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教育引导各民族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国家

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

制度创新的伟大成果，集中体现了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完全

符合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要坚定制

度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保证民族自

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

族关系。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大力开展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

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形

成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社会风尚。要加强基层

民族工作机构建设和民族工作力量，确保基层民族工作有效运转，确



保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手中，确保党的民族理论和

民族政策到基层有人懂、民族工作在基层有人抓。共产党员、人民代

表、政协委员要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带头学习、带头宣讲、带头

维护民族工作法律法规，切实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前、做表率。

相关部门要加强民族工作法律法规监督检查工作，确保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在法治轨道上越走越坚实、越走越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