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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慧兰 班雪梅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交流

近年来，柳州市围绕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大宣教格局，建立健全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宣教体系的工作要求，凝聚社会合
力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姓大宣讲品
牌，把握百姓宣讲的特点，坚持用百姓喜爱的
家常话讲党的创新理论，激励更多百姓参与宣
讲，推动“百姓讲、讲百姓、百姓听”的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姓大宣讲柳州模式遍地
开花、深入人心。

强培养，教百姓学会讲。大力发现和培养
“百姓宣讲员”、组建“百姓宣讲团”是柳州打
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宣讲品牌的第一
招。柳州持续从基层发现和培养宣讲员，举办
理论宣讲骨干培训班，通过大学教授“传”知
识、资深专家“帮”点评、老宣讲员“带”演
练等方式，环环相扣实现“学”与“训”相结
合，让来自基层的群众学员深化对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宣讲主题的认识，掌握宣讲技
巧，提升宣讲能力，从而成为一名随时能讲、
讲得精彩的宣讲员。目前全市有808支各级百
姓宣讲团，7903 名在册百姓宣讲员。这支百
姓宣讲队伍包括村委会主任、企业工人、学校
教师、普通公务员、博物馆讲解员、在校大学
生等，其中不乏“双语”宣讲员，根据不同受
众，用普通话和少数民族语言自由切换宣讲，
深受各族群众欢迎。

重挖掘，讲百姓身边事。坚持深入基层
挖掘彰显民族团结进步的鲜活故事，用家常
话讲大道理是柳州市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大宣讲品牌的第二招。百姓宣讲力求
贴近百姓生活，习近平总书记讲过的民族团
结进步故事、《道中华》推出的中华民族共同
体故事、柳州人身边的中华民族一家亲故事
等都是百姓宣讲的内容，让群众听得懂、听

得进、喜欢听、有共鸣。柳州市委宣传部、
统战部、讲师团及市民宗委等部门定期举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备课会，
帮助宣讲员提升讲稿课件，确保宣讲聚焦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上接“天线”，
下接“地气”。此外，还通过开展民族团结进
步故事征集活动、录播民族团结进步故事有
声书、编撰 《柳州“三交”史纲》 等方式收
集整理了一大批百姓宣讲的生动素材。比如
体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

《螺蛳粉串起团结情》；体现中华民族守望相
助一家亲的《酱黄瓜的故事》；体现少数民族
听党话跟党走、发展不忘感党恩的 《苗妹子
杨宁》；体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互嵌式发展
的《来自新疆的“老柳州”》；体现中华民族
生死与共的 《最后一面红七军军旗》 等，都
是百姓宣讲的经典案例。

勤走动，讲给基层百姓听。坚持到基层
去、向深处走、往实处扎是柳州市打造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宣讲品牌的第三招。“百
姓宣讲团”自组建以来始终不忘初心、从未停
下脚步。无论是全国唯一的仫佬族乡、桂湘黔
交界的“三省坡”，还是侗族聚居的程阳八
寨、古老的乌英苗寨，柳州工厂车间、大街小
巷、村屯社区、田间地头处处活跃着百姓宣讲
员的身影。百姓大宣讲突出示范引领，以点带
面，以面促全，带动市、县、乡 （镇）、村四
级宣讲大联动，让宣讲“动”起来，基层

“热”起来。 2022年以来，柳州市组织开展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姓宣讲 2300 余场，
受众 20 余万人次。一场场各民族群众喜闻乐
见、鲜活生动的宣讲，把“四个与共”“五个
认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传进千家万户，
唱响民族团结进步主旋律。

民族工作是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近年来，梧州市长洲区坚持以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市委民族
工作会议的决策部署，强化政治引领，树立主线意识，把牢根本
方向，通过“三个坚持”，推动全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

坚持高位推进，完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民族工作能
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条是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是民族工作成功的根本保证，也是各民族大团结的根本
保证。近年来，长洲区坚持把加强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民族工作
全过程各领域，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新形势、新任
务，坚持把民族团结进步放在全面现代化建设全局系统谋划、一
体纵深推进。以创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为契机，始终将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放在
重要位置，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保证干部在思想理论上知晓民族
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行动自觉。建立健全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
工作机制，制定长洲区《创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工作方
案》，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确定目标、明确责任、细化措
施，形成互相衔接、配套完整的工作机制。建立民族工作定期研
究、重大问题请示报告、重大任务跟踪检查制度，落实下级党委
向上级党委年度报告民族工作制度。推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
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职
能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
确保民族工作层层抓，进一步加强了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坚持同心聚梦，推进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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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长洲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实施共有精神家园建
设工程，着重挖掘梧州厚重的中华文化底蕴和各民族优秀文化资
源，用中华文化浸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新局面。精心组织开展民族团结专场文艺演出、民族团结趣味
运动会以及各类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以泗洲乡村旅游景
区为载体，结合传统节假日开展下俚歌、采茶剧、八音等非遗文
化表演690多场次，高峰期单日吸引游客量超过1万人次，唱响
长洲民族团结进步好声音。此外，长洲区积极挖掘典型历史人物
事迹，制作《铁路大臣关冕钧》《瑶山烈火方生》《民族故事邀红
湾》等一批民族团结进步微视频，通过“线上线下”渠道积极传
播，讲好长洲民族团结进步好故事。通过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
策、展示民族风情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成果，有力促进了全区各
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有形有感有效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
作。

坚持共同发展，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
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让各族人民享受到发展红利，分享
到共同富裕的蛋糕，有益于增进民族团结，有助于进一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年来，长洲区始终把促进共同繁荣发展作
为民族工作的重大战略任务，推动民族工作和乡村振兴“双融
合”“双促进”。立足民族地区资源禀赋，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着
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质升级一批文农旅一体的特色优势产
业，以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为抓手，持续打造富万文化旅游品
牌。积极探索农文旅产业融合的乡村经济发展新模式，成立村级
资产管理公司，推行“公司+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户”“旅游+休
闲农业”发展模式，创新打造“体验式”乡村旅游项目。通过多
种方式，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
方位嵌入。围绕三棵千年古树，打造“连心”“富桂”“万寿”公
园，搭配水车、花田、民宿，把“农区”变“景区”。村子变美
了，人气变旺了，富万村集体经济也由 2019 年 5 万元增长到
2023年60多万元，进一步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的物质基础。

多民族社会中，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与
融合是维护国家稳定、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
因素。如何在多民族共生环境中促进民族团
结，推动社会进步，一直是社会学、民族学
领域的重要议题。梧州市龙圩区位于梧州市
南部，拥有多元的民族成分，辖区有 22 个民
族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演绎出一部多彩
多姿的民族团结进步之歌。自 2022 年起，龙
圩区紧紧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实
际行动，开辟了新时代的民族团结进步之路。

全局性使命与共识。龙圩区在民族团结
进步工作中所坚持的全局性使命和共识，彰
显了其对多民族共同发展的高度重视。区域
内的各个民族虽然在文化、语言、传统习俗
等方面存在差异，但龙圩区以共同的全局性
使命为引领，实现了各民族间的共识与合
作。党委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统一领导的核
心作用。通过将民族团结进步纳入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党委确保了这一目标的持续
推进。政府的依法管理确保了各项政策的合
理实施，为民族平等、互助合作提供了有力
支持。而统战部门的牵头协调则在整合各族
资源、推动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全
局性使命和组织格局的建立，形成了党的民
族工作新模式，为民族团结进步提供了坚实
的保障。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在民族关系的处
理上取得成功，更是在构建社会共识方面取
得重要进展。通过将民族团结进步纳入地方
各个领域，龙圩区创造了一种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氛围。各民族之间在这一共识下形成了
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良好氛围，促进了社
会的稳定与和谐。

强化文化认同与精神家园。在多民族社
会中，强化文化认同与构建共同精神家园是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关键要素。文化认同作
为民族团结的基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龙
圩区通过传承传统文化，成功推动民族文化
在各族人民的生活中深度融合，从而增强了
各民族群体的认同感与共鸣。通过诗词进校
园、名人故里打造等多种形式，龙圩区将传
统文化元素注入教育、旅游等领域，使各族
群众更深刻地了解自身文化的底蕴。这种努
力不仅是为了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更是为
了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培养民众对自身文化
的自豪感，以及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尊重。在
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
和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得以逐步凝
聚。文化进万家、戏曲进乡村等活动更进一
步地促进了各族群众在共同的文化认同中找
到了归属感。通过这些活动，龙圩区创造了
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氛围，让各族人民在日

常生活中都能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这种
深度融合的文化氛围不仅有助于缩小民族之
间的文化差异，还在更深层次上激发了各族
人民的共同体认同。

践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共同发展。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龙圩区秉持着

“不让一个民族掉队”的理念，努力实现各民
族的共同发展，为多民族社会的进步创造良
好条件。龙圩区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
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增长，更关注各族群众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通过坚持不让一个民族掉
队的发展理念，各民族在现代化建设中都得
到平等对待，确保了每个民族都能分享到现
代化带来的成果。这种全民共享的发展模式
不仅有助于消除民族间的不平等现象，更在
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龙圩区的做法表明，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
关注每个民族的需求，确保各族人民都能享
受到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这不仅有助于促
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
的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促进交往交流交
融。在多民族社会中，构建互嵌式的社会结
构是实现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策略。龙圩区
在民族团结进步的实践中，提出了“跨区域
联创、片区联创、系统联创”的发展理念，
通过实施“三项计划”行动，积极推动各民
族之间的广泛交往，以构建互嵌式社会结
构，为多民族共生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创造了
有力条件。通过倡导“联创”理念，龙圩区
在地方发展的过程中引导各民族共同参与，
激发了各族群众的创造活力。开展跨区域、
跨领域的合作模式，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广
泛交流与合作。在文化交流方面，通过举办
多样化的文化活动努力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
流与融合。如线上直播互动和文化节庆，鼓
励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不仅是
民族间文化元素的互通有无，更是各族人民
之间相互了解的桥梁，不仅拓展了各族人民
的视野，也促进了民族团结的深入发展。在
多民族共生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互嵌式社会
结构的构建，有助于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
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生与共荣。

龙圩区，一个不断探索的地方，积极
构建民族团结进步新格局，以创新引领、
开放包容的姿态，谱写着多元共生的新篇
章。从全局性使命、文化认同、社会主义
现代化、互嵌式社会结构等因素相互作
用，构成了龙圩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的整
体框架，以实际行动诠释着民族团结进步
的崭新图景。

柳州出实招打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姓大宣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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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共生背景下的民族团结与社会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