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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学习

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民族工

作要求尚有一定差距，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工作亟待转型升级。推动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工作转型升级，归根结底

就是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开展民族工作，让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工作向此聚焦、朝此发力。

从这一意义上说，科学认识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之间的关系，在遵循民族工作

基本规律基础上，守正创新开展好民

族工作，有助于让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真正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有力抓手和有效举措。

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的“云南样本”

在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过

程中，云南可结合实际发挥优势，打

造极具示范性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云南样本”，以推动工作，形成

引领示范效应。

努力打造各民族亲如一家的团

结样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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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各族人民在长期的交往交

流交融过程中，形成了自觉维护民族

团结的良好社会氛围，涌现出如大理

白族自治州洱源县郑家庄“七个民族

一家亲”的模范典型；普洱市孟连傣

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的傣族、佤族、

拉祜族群众，至今仍保留着各民族不

是亲戚却胜似亲戚的“宾弄赛嗨”民

族团结互帮互助传统；红河哈尼族彝

族自治州的傣族、哈尼族群众至今仍

延续着互帮互助、相互依存的“牛马

亲家”传统。这些鲜活典型或优良传

统，都是各民族团结亲如一家的“云

南样本”，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

努力打造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进步样本。云南民族

众多，是我国直过民族主要聚居区。

新中国成立后，独龙族、德昂族、基

诺族、怒族、布朗族、景颇族、傈僳

族、拉祜族、佤族9个直过民族，相

继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

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

云南把9个直过民族和2个人口较少民

族列入脱贫先行攻坚计划，推动直过

民族再次实现“千年跨越”。当前，

全省正在全面推进374个现代化边境

小康村建设，也定将成为边境地区各

民族在共赴现代化进程中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进步样本。

努力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示范样本。在云南，不谋民

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局的理念已深入

人心。在高质量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区的同时，要创造性地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开展民族工

作，推动云南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示范样本，努力成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

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云南经验”

云南在开展民族工作的长期过

程中，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工作经

验，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不可多得的宝贵资

源财富。云南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开展民族工作，建设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区，可在总结提炼既有

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可供借鉴

推广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云南经验”。

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云南经验”，离不开挖掘一切有

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

资源。相比其他多民族省区，云南省

的许多民族工作资源可谓独一无二、

极具特色。

一是精神资源。如民族团结誓

词碑精神、拉勐精神等，都蕴含着各

族儿女一心一意跟党走、民族团结不

变心的宝贵精神。让这些精神代代相

传，是各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

共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内在需要。

二是符号资源。如《阿佤人民

唱新歌》等就是各族儿女听党话、感

党恩、跟党走和团结向前进的生动写

照。茶马古道则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历史见证。

三是红色资源。红军长征过云

南时，就播下了民族团结的种子，留

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佳话和遗迹。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高

质量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要用

好这些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

四 是 传 统 资 源 。 “宾弄赛

嗨”“牛马亲家”，以及族际间“认

干亲”“打老庚”习俗，即便在今天

看来，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仍极具

生命力。挖掘保护和传承利用好这些

资源，是在新时代民族工作中凸显云

南特色、展现云南担当、讲好云南故

事、贡献云南经验的题中应有之义。

民族工作同边疆治理紧密相

连、环环相扣。统筹兼顾将边疆治理

同民族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谋划，使二

者相互支撑、相得益彰，是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开展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的内在要求。2021年云南省制定

实施的《云南省建设现代化边境小康

村规划（2021—2025年）》，就充分

体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

主线，以及民族工作同边疆治理的有

机结合。对云南来说，推动民族工作

同边疆治理的结合，有利于提升民族

工作水平和边疆治理能力，最终实现

用民族团结进步来巩固边疆稳定、维

护边境安宁，在边疆治理中巩固民族

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良

性互动。

边疆民族工作与城市民族工作

并重并举，是云南民族工作的基本实

际。现代化的推进和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深入，都给云南民族工作提出

了新课题。这就需要在兼顾民族工作

与边疆治理的同时，统筹谋划好边疆

民族工作和城市民族工作，围绕主

线聚焦发力，构建全域民族工作大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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