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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必须立足中华民

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

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

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

——习近平2023年10月27日在二十届中央政

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习语精读

近年来，融水苗族自治县通过“建、管、养、运”等模式，完善交通路网，建好“四好公路”，助力乡村振兴。图为5月
15 日，在融水苗族自治县四荣乡小东江苗寨，在建的高速公路与梯田、青山、绿树、吊脚楼相互映衬，美不胜收。

（龙林智 摄影报道）

5月 14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史》 编纂工程推进会在京召
开。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
党组书记、主任，“三交”史编纂工
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编纂委员会主
任潘岳出席会议并讲话。

潘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强调构建科

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
系。编纂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史》 是贯彻落实铸牢中华民族
共 同 体 意 识 主 线 的 一 项 具 体 任
务，对于引导各族人民树立正确
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构建中国自
主 的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史 料 体 系 、
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夯实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文化

基础具有深远意义。
潘岳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
重要思想为指引，紧紧围绕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
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持续加
强与“三交”史研究相关的重大
理论问题攻关，深入开展分区域

“三交”史研究，不断优化相关研

究方法和体制机制。要进一步在
强 化 责 任 意 识 、 坚 持 学 术 水 准 、
加强编写保障、推动成果转化等
方面下功夫，倒排工期，压茬推
进，确保下一阶段各项编纂任务
落实到位，以“三交”史编纂工
程的丰硕成果推进新时代党的民
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三交”史编纂

委员会副主任、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孙学玉出席会议。国家民委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三交”史各分卷
主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 （宗） 委
（厅、局） 及暨南大学分管 《史料》
工作的负责同志、课题组主要负责
人参加会议。

（来源：国家民委理论研究司）

新华社南宁5月11日电 5月11日，
“道中华”边疆行2024特别活动——“曼
行国道·219”启动仪式在广西东兴市举
办。自治区民宗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韦
尚雄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本次活动将
历时 5个月，沿 219国道对周边村寨、学
校、博物馆等地进行探访交流，用文化的
视角解读各地民风民俗，讲述各地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彩故事。

219国道南起广西东兴，北至新疆
喀纳斯，全长 10065公里。全线经过广
西、云南、西藏、新疆等多个少数民族聚
集区，也是串联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大动脉。活动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
曼带队，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全媒体
形式，记录和传播219国道沿线文化。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
阗。”谈及参加此次活动，蒙曼表示，219
国道不仅是一条景观大道，也是一条民
族大道。“我们将向大家展示沿边各族儿
女守边兴边的感人故事。”

当天，团队深入东兴京族博物馆、东
兴口岸、滩散小学等地深入了解当地民
族风情和兴边富民的发展情况。走进滩
散小学，师生们向大家介绍学校围绕“护
界碑”这一爱国主义教育载体，持续开展
具有边境特色的民族团结教育活动。校
长廖远彬说，从 2001年至今，该校红领
巾护界碑小分队已有超过2万人次参与
到界碑守护行动中。

（杨 驰）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
编 纂 工 程 推 进 会 在 京 召 开

5月 11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
史党建学院、北京广西文化艺术促进
会在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广西传
统文化走进北京高校暨“助力新时
代青年担当有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系列专题讲座第二讲“韦拔
群和右江革命”。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党组书记、
主任沙君俊出席并讲话，中国人民
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副院长侯新
立出席并致辞。中国民族语文翻译
局原副局长、百色学院特聘教授李
旭练主讲。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
党建学院教授储著武主持。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
族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
院、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等单位的
多位民族专家学者和文化界人士以
及首都高校的学生代表近 100 人参
加。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邓小
平同志诞辰 120周年，也是百色起义
95周年、韦拔群同志诞辰 130周年。
值此重要年份，举办此次讲座，旨在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文化建设
的战略部署，大力弘扬革命文化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广西红色文化
走进北京高校，助推新时代青年担当
有为，助力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示范区。活动得到了自治
区驻京办、自治区民宗委的指导，中
共百色市委宣传部、广西民族报社、
北京广西博士生联谊会、北京广西大
学生联谊会的支持。

作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
自治区，广西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
展中，形成了风情独特、和谐共生、多
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成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重大方略
要求，首要是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
正创新，不断加强对广西民族文化的
研究阐发、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
交流。通过举办民族文化进高校系
列活动，推动各民族青年广泛交往、
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促进各民族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扎实推
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
建设。

此次讲座是校地联动的生动实
践，以邓小平同志、韦拔群同志为代
表的右江革命先辈的革命事迹，本身
就是高校师生研究的对象，深度的校

地合作能够迸发澎湃动能助力中共
党史党建学研究。通过本次活动，北
京高校能够与广西特别是百色市有
进一步交流与合作，共同致力于广西
红色文化特别是革命文化的挖掘和
研究，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院高质量
发展。

讲座上，李旭练从壮语革命歌曲
勒脚歌、排歌的音韵、构造等角度，讲
述了与百色起义有关的邓小平、张云
逸、韦拔群等历史人物和右江革命根
据地的创建等历史事件，重点介绍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大农民运动
的领袖之一韦拔群同志如何通过开
办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利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壮族山歌来传播马列主
义进而成功领导和发动右江农民运
动、百色起义的光辉事迹，阐述了马
克思主义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传播
的历史过程和历史意义，宣讲了广西
各族人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
感人故事。讲座精彩生动、引人入
胜，会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在随后的提问环节，李旭练与现
场专家学者、青年学子就方块壮字、
现代壮文、壮文史料、右江革命根据
地土地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互
动交流。参与活动的学生纷纷表示，
通过参加此次活动，进一步认识到广
西文化的独特魅力，了解到广西各族
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重要贡
献，感受到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
的积极成就，作为青年学生，将不负
嘱托，不负青春，不负所学，做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讲座结束，与会领导、嘉宾共同
为学生代表赠送书籍《中华民族共同
体概论》。

（卢天友 阳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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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民族语言讲好红色故事
“韦拔群和右江革命”专题讲座在京举办

融水：“四好公路”景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