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思想理论版 2021·10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我们党民族工作百年光

辉历程和历史成就，深入分析了当前党的民族工作面

临的新形势，系统阐释了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

工作的重要思想，明确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思

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政策举措，为做好新时代党的

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经历了一

个由自在到自觉、由自觉到自信的发展过程，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也经历了培育、形成和铸牢的过程。新时

代民族工作的主线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了

抓住这条主线不放松，全面完整地加以领会把握和贯

彻实施，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铭记历史、不忘初心。忘记历史、忘记初心，

就不能准确理解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特别是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由来，就会脱离中国实际，平面看问

题，把应然混同于实然，甚至套用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国

外理论和国外政策，就不能在民族理论研究、民族工作

和民族事务中做到因地制宜、差别化处理。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

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我国的民族

理论和民族政策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中国化。尤其是作为我国基本

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条主线不放松

纳日碧力戈

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党的民族政策

的源头，我们的民族政策都是由此而来、依此而存。

第二，注意“多”与“一”的平衡。处理好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中“多”与“一”之间的平衡关系，需要我

们辩证认识和把握。张岱年先生在《天人五论》中有

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品值之大衡曰兼，曰和，曰

通，曰全。合多为一谓之兼，既多且一谓之和，以一摄

多谓之通，以一备多谓之全。兼和通全四者，其指实一，

直所从言之异尔。兼和通全，亦即富有日新而一以贯

之。”解决好“多”与“一”的关系，是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处理好民族事务

的关键问题。中华民族大家庭是由 56 个民族共同组

成的一个互助和睦的大家庭，不是各过各的小家庭；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共同组成的平等团结的统一

共同体，不是身份歧视的并立族群。处理好民族关系，

解决好民族问题，治理好民族事务，需要借鉴中国传统

哲理、继承祖先智慧，把握好“度”、认得清“位”，做到

完整、准确、全面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元和

一体的关系。

第三，民心相通、情感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从民心相通、情

感交融做起。红军长征途中，刘伯承和小叶丹结拜为

兄弟，留下了“彝海结盟”的史话；都贵玛养育了 2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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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孤儿，展示出大爱无疆，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

荣誉称号。各族人民要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

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做到心灵相通、情感交

融，坚决抵御极端思想、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筑起长

治久安的共同体思想长城，维护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

第四，突出政策的区域化和精准性。各族人民走

向现代化离不开区域化支持政策。一方面，民族地区

要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发展条件、相对优势，立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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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国家要根据不

同地区、不同民族实际，以公平公正为原则，突出区域

化和精准性，更多针对特定地区、特殊问题、特别事项

制定实施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

务。

第五，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

族语言文字。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族人

民的共同责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

求和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础。推广、普及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事权，是各民族走向

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各民族进行族际交流的桥梁

和纽带。各族人民一定要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拓展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度和深度，让各族人民以主人

公身份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在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要科学保护各

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

和使用，做到两全其美、美美与共。

第六，注意共同性和交互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不单是哪个或者哪些民族的事情，而是全国各

族人民的共同事业，各民族都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一个也不能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在

“共同”、重在“交互”，这就需要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

认同、互相支持、互相信任。各民族不论大小共同发挥

主动性，在思想、文化、理念上深度交融，和多为一、以

一摄多、重叠共识，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

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第七，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

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

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从 13 个方面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

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 一个重要方面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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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沿着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坚持各民族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发挥各民族人民的主

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各民族的理想、信念、情感、

文化凝聚在一起，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增强对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第八，守正创新、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

的，更好保障各民族群众合法权益。要正确把握共同

性和差异性的关系，遵循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

性这一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是走

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百年。中华民族

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念，创新不能脱离守正，调

整、改善不是全盘否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 56 个民族共

同的梦，归根到底要靠 56 个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我们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不放松，乘

势而上、接续奋斗，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上奋勇前进，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

内蒙古师范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首

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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