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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高校加强“五观”教育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调研报告 

 

全国政协委员  阿拉坦仓 

 

民族地区高校在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高等教育中承担着特殊重要使

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根据《全国政协委员开展

加强“五观”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主调研的函》要求，结

合实际、围绕主题，选取了内蒙古高校进行了调研，形成调研情况报告

如下。 

一、总体情况 

调研发现，2020 年后半年以来，全区各高校党委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思想认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贯穿学校教育教学全过程、各环节，切实增强师生“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自治区教育厅的统筹安排下，全区高校

开展了面向师生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培训，基本实现师生全覆

盖。各高校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内蒙古自治区促

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和党的民族政策理论、民族法律法规等相关内容开

展了主题宣传，取得了一定成效，广大师生员工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有了基本的认识，及时纠正了思想上的偏差。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召开后，全区高校第一时间组织安排学习领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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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校通过校园主网站、微信公众号、校内橱窗等宣传媒体第一时间宣传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专家学者第一时间在新闻媒体上发声。此外，在

今年的党史学习教育中，全区各高校基本能够按照中央、自治区党委、教

育厅的安排部署，自上而下认真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情况，取得了良好

成效，广大师生爱党爱国之情日益深厚，“五个认同”进一步增强。 

二．主要做法 

——突出政治引领，坚决扛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使命担

当。调研发现，内蒙古高校能够从政治上、全局上认识、把握和推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项基础性工程和战略性任务，以实际行动

践行“两个维护”、呵护“模范自治区”崇高荣誉。一是强化理论武

装。在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下，高校深入开展了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的民族理论政策为主要内容的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专班培训，第一时间跟进学习了汪洋同志在内蒙古自治区

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使干部师生

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也使各级党组织增强了做好民族工作的政

治定力和能力。二是突出政治引领。高校干部、专家、学者在落实统

编教材推行使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出台实施等重大政治任

务的关键时刻，纷纷带头在主流媒体正面发声，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师

生群体起到了很好的思想政治引领作用。比如，今年 3 月，我在全国

两会“委员通道”面向全国各族人民真情畅谈“中华儿女一家亲”，

反响很好。三是勇担政治责任。高校在紧扣主线纠偏正向、改进工作

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选派民族干部参与专项任务、承担

统编“三科”师资培育培养培训工作，推动全区统编教材推广使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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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落实落地。积极构建横到边、纵到底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

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领导权、主动权。 

——突出立德树人，努力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强阵

地。调研发现，内蒙古高校能够从立德树人的高度、从大思政观的维度

认识和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力打通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育人大通道。一是跑好“接力赛”。自治区教育厅统筹推动

全区教育系统，探索建立一体化联动机制、一体化教育教学体系、一体

化队伍、一体化保障，推动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全

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新格局。比如，内蒙古师范大学申报的

内蒙古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平台入选 2021 年自治区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入围名单。二是畅通“主渠道”。在教育厅的

推动下，高校通过设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研室、编制推广《中华民

族共同体概论》课程大纲、“中华民族精神进课堂”等有效举措，创新

推进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改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门思

想大课正逐步成为学生真信真爱的思政“金课”。三是搭建“大平

台”。高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

学科”的重要要求，突出优势、强化特色，拓展领域、搭建平台，努力培

育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学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和话语体系。比如，去年以来，内蒙古大学获批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研究中心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内蒙古师范大学

获批了“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教育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民族地区本科人才培养重点研究基地”，呼和浩特职业学院设立了

“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呼和浩特分基地”，等等多个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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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重大科研平台的建立，为国家和自治区从更高层次开展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宣传、阐释、研究、决策资政服务提供了强有力支

撑。 

——突出以文化人，大力营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浓厚氛

围。一是积极构建大语言文字工作格局。高校特别是设有少数民族语

言授课专业的高校，以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充分发

挥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基础阵地作用，扎实推进双语教学改革，及

时修订教学方案，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为各族师生广泛

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

的团结统一，搭建语言桥梁。二是精心营造相互嵌入式校园文化环境。

各族师生在共居共学共事共乐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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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思想情感文

化认同。比如，内蒙古师范大学实施的“石榴籽”培育计划、内蒙古财

经大学实施的“石榴籽工程”等都对引领和积淀守望相助文化具有重

要作用。三是厚培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土壤。高校通过开展全区高校百

场形势政策报告会、“爱祖国担大任做新人”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传

承红色基因、担当复兴重任”主题教育活动、改革先锋进校园活动、中华

经典诵读工程、先进典型选树等活动，师生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中筑牢

“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的思想根基。特别是，内蒙古师范大学引入

知名学术论谈“一西文化讲坛”，引进了全国人类学民族学领域首位长

江学者纳日碧力戈教授，对于加强智库交流，用学者的视角、权威的声

音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深层次共识、提供高质量方案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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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以史为鉴，切实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自

觉。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党史

学习教育全过程，并专门印发《关于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进一步深化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通知》，作为重要专题统筹推进、一体安

排，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理论往深里

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在此基础上，高校紧紧围绕明理、增信、崇

德、力行的根本要求，通过参观红色基地、观看红色影片、举行专题讲

座等有效形式，向广大师生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

民族区域自治的故事，用鲜活的历史帮助大学生深刻理解为什么中国

共产党能很好地解决民族问题，为什么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

实现各民族的解放、平等和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使广大师生

从共同的历史记忆中感知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从历史必然性中强化爱党爱国意识。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党对学校民族工作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在组织推动、工

作运转、衔接协调、监督保障等方面还存在堵点漏洞盲区，距离形成“新

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还有差距。 

2.内蒙古教材工作风波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是长期形成的，特别是思想

认识上的偏差,时间久、影响深，不是短期内就能彻底解决的，需要持续用

力、久久为功。 

3.基层组织软弱涣散问题依然存在，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参差不齐，难

以满足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更高要求。 

4.《中华民族共同体》课程目前已成为很多高校的必修课，但目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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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相应国家统编教材，同时，受高层次人才引进困难、编制紧缺等因素

制约，思政课师资队伍配备数量和整体质量达不到国家规定指标、难以满

足教学需要。 

四、下一步对策建议 

1.驰而不息加强政治建设。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完善党对学校民族工

作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构建起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部

门通力合作、全校师生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坚持把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最新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最新决

策部署作为党委会第一议题和理论中心组必学内容，第一时间学习跟进、

认识跟进、行动跟进，使高校始终成为贯彻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坚强阵地。 

2.驰而不息加强理论武装。坚持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

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引导干部师生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 

3.驰而不息加强组织建设。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促进基层党

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使每一个基层党组织始终成为组织引领广大干

部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实力量。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四个特别”的重要要求，选优培强民族地区干部队伍，

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工作力量。 

4.驰而不息加强课程建设。加大对民族地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和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支持力度，切实打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育

人主渠道。建议国家在博士点授权上向民族地区高校倾斜，切实提升民族

地区高校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进而从长远、从根本上缓解民族地区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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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师资严重短缺问题；建议国家尽快编写出版《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

程的统编教材，以解高校教材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