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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战略高度，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谋划部署新

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推动我国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新征程上，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

力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重大原创性论断，指明新时
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前进方向

夏日的新疆，风景如画。各族人

民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共居共学、共

建共享、共事共乐。

2014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

片热土，从南疆重镇喀什到首府乌鲁

木齐，深入乡村、企业、部队、学校等调

研，行程满满。

同年 5 月，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

谈会召开，在这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随后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坚持打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原创性论

断——

2017 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

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019 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

彰大会上，开创性提出“四个共同”的

中华民族历史观；

2021 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升到新

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的高度，强

调“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

2023 年，在内蒙古考察和在新疆

听取工作汇报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

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

……

从世界屋脊到天山南北，从西南

山寨到塞北草原，习近平总书记同各

族群众广泛交流，倾听他们的心声，共

话民族地区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日益深入人心。

在内蒙古赤峰市河南街道马鞍山

村，走进四世同堂的“多民族之家”，指

出要“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在宁夏，指出“中华民族是

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在贵州，强调

“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五十六个民族

五十六朵花”；在西藏，指出“我们是一

个中华民族共同体，要同舟共济迈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

命运与共。

2023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

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深

刻指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

各项工作的主线，是我们党坚持‘两个

结合’、着眼‘两个大局’，深刻总结国

内外民族工作经验教训，深刻洞察中

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趋势，取得的重大

理论和实践成果。”

思想的火炬，照亮民族复兴的新

征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原

创性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巩固和拓展了中国特色解

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指明了党的

民族工作的前进方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工作扎实推进，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取得新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地区日新

月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翻开新篇章。

聚焦主线，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

跨越——

5G 信号覆盖全乡、特色产业蓬勃

发展……走进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

治县独龙江乡，“一步跨千年”的独龙

族 群 众 与 全 国 各 族 人 民 一 道 步 入 小

康。独龙江乡巨变，正是近年来民族

地区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一个

缩影。

多措并举不断增强民族地区发展

能力，各族群众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产

业，立足实际闯出增收致富路，幸福生

活蒸蒸日上。

心手相牵，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

气象——

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称号的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

生活着多个民族的居民。近年来街道

不断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打

造红石榴志愿服务矩阵，各族群众共

商共建美好家园的画面跃然呈现。

从邻里节百家宴，同吃一桌饭、同

感民族情，到“村 BA”赛事，打造各族群

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新载体，各地

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为抓手，“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不断巩固，民族

团结之花处处绽放。

民生为本，各族群众生活迎来新

飞跃——

走 上 柏 油 路 、喝 上 自 来 水 、住 上

安 居 富 民 房 …… 新 时 代 对 口 援 疆 工

作，给新疆各族群众生活带来了更多

便利。

在雪域高原，“电力天路”编织起

一 张 张 安 全 可 靠 的“ 光 明 网 ”“ 民 生

网”；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少数民族发

展 资 金 为 当 地 发 展 乡 村 旅 游 注 入 动

能；在内蒙古草原，乌兰牧骑为各族群

众送去惠民文艺表演……一项项民心

工程、一件件惠民实事，让各族群众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植根心田。

多元一体，中华文化不断焕发新

活力——

北京西长安街，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吸引八方来客。

展厅内，铜鼓、箜篌、马头琴的千年回

响，汇聚各民族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的万千气象。

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

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文化认同始终

是民族团结的根脉。

以文结缘、以艺聚友，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建设更加有形有感有效，

中华文化焕发新活力。

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主线，推进新时
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一个民族也不能少。”习近平总书记的

铿锵话语，激励全国各族儿女满怀信

心，踏上新征程。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

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新征程上，一

幅推进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宏

伟画卷徐徐铺开。

做好新征程上的民族工作，必须

协同推进各民族实现共同富裕、共建

共享中国式现代化——

仲夏时节，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

族自治县麻吉村的油嘴湾生态文化景

区热闹起来，独具特色的田园风光与

乡土文化相结合，吸引游客前来打卡

体验。乡村振兴不仅扮靓了村子，更

让村民的日子红火起来。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推动各

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

民族都不能掉队。

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

总钥匙，也是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动力源。

面向未来，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

生福祉，让各族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

推进共同富裕在行动、在身边。

做好新征程上的民族工作，必须

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构

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不 久 前 ，聚 焦“闽 宁 协 作 山 海 情

深”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体验项目亮

相位于北京西单商圈的中华民族共同

体体验馆。漫步其中，人们可以领略

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气度神韵。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

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走 进 校

园，引导青年学生树牢正确的中华民

族历史观；深入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

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等，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

自豪感。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刻理解把

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强化共同价

值、弘扬中华文化，不断构筑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

做好新征程上的民族工作，必须

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凝聚

各民族携手奋进的强大合力——

中华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中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将在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

“ 各 民 族 群 众 和 睦 融 居 、和 衷 共

济、勠力同心，汇聚起了守边卫国的磅

礴力量……”2023 年举行的第十批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授牌

活动，生动讲述了广西尖峰岭国防民

兵哨所党支部书记陆兰军等“中国守

边人”的故事，令人动容。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

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

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

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面向未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

进程，必然是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

融的过程，必然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过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

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

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

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必将汇聚起各

民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记者 王

琦 范思翔 王明玉）

开栏的话：

为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 关 于 加 强 和 改 进 民 族 工 作 的

重要思想，即日起，本报开设“铸

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专栏，充

分 宣 传 党 中 央 关 于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决 策 部 署 和 各 部

门各地区的行动举措，讲好中华

民族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

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各

民 族 坚 定 对 伟 大 祖 国 、中 华 民

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为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磅礴

力量。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述评

新华社记者

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在黄埔军校建校 100 周年暨黄埔军校同

学会成立 4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充

分肯定黄埔军校的历史功绩和黄埔军校同

学会的积极贡献，深刻阐明黄埔军校同学会

的性质宗旨和使命任务，对海内外黄埔同学

及亲属提出殷切期望，为做好新时代黄埔军

校同学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饱含亲切关怀与

殷切期望，令广大海内外黄埔同学及亲属倍

感温暖振奋，深受鼓舞激励。大家表示，要

以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为指引，传承弘扬

“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勇担时代重任，坚

定反“独”促统，共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为同心共圆中国梦广泛凝心聚力。

“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黄埔军校的历

史功绩，始终心系海内外黄埔同学及亲属，

贺信饱含深情、高屋建瓴、内涵深刻、意蕴深

远，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黄埔军校同学会工

作的高度重视和对黄埔同学及亲属的亲切

关怀，为黄埔军校同学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

力。”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陈知庶说。

陈 知 庶 是 黄 埔 军 校 一 期 生 陈 赓 之 子 。

他表示，一批批热血青年踏入黄埔军校大

门，用鲜血诠释民族大义、浩然正气，用生命

铸就“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黄埔军校和

黄埔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的重要体现，是广大黄埔同学及亲属共有的

光荣记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富和

情感纽带。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精神极大

鼓舞激励了广大黄埔同学及亲属，大家将更

好团结起来，致力于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贺信字字发自肺腑，情深意切，让人深

受教育和鼓舞，也为我们今后工作指明了方

向。”第一时间聆听贺信，上海市黄埔军校同

学会会长周亚军深感振奋。他表示，我们一

定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进一步广泛凝聚黄

埔同学及亲属，深化两岸黄埔组织交流，密

切两岸民间、基层及青年交往。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高度评价黄埔

军校历史功绩，作为黄埔后代的我深受感

动。”台湾青年沈杰的曾祖父是黄埔军校六

期学员。他说，黄埔精神内核之一就是始终

将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爱国精神。

“黄埔军校是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是联结

两岸人民情感的重要纽带。”

沈杰在北京从事律师工作，多年积极参

与两岸交流活动。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充分

肯定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积极贡献，对海内外

黄埔同学及亲属提出殷切期望，大家深受鼓

舞，更深感重任在肩。作为黄埔后人，要牢

记先辈志向，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

力干涉，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

发展，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推进强国

建设、完成国家统一贡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谈到‘爱国、革

命’的黄埔精神，两岸黄埔子弟深有感触。”

台湾中华黄埔亲友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兼秘

书长徐正文的父亲是黄埔军校十二期学员，

从小对黄埔精神耳濡目染。“父辈一直告诉

我们，为了百姓福祉，要不怕困难、不怕牺

牲，要求我们以行动传承黄埔精神。”

近年来，徐正文不惧民进党当局打压，

身体力行，克服困难，用情用力参与两岸交

流合作。“身为黄埔子弟，我们肩负重要责任

使命。”他表示，将继续传承弘扬黄埔精神，

团结两岸同胞携手推进两岸和平统一，同心

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

“当年，父辈们为抗击日本侵略，团结一

致，保卫祖国。今天，作为当代中华儿女，我

们应继承先辈精神，不遗余力促进祖国统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荣誉主席、黄埔军校教官

张治中之女张素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将激励海内外黄埔同学及亲属

共担时代重任，为民族复兴伟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岁月荏苒，沧海桑田；百年黄埔，初心不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几代黄埔师生的毕生夙愿，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

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陈知庶表示，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精神

转化为坚定反“独”促统的强大动力，继承黄埔先辈追求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宏图

大志，携手同心、矢志不渝做黄埔精神的传承者，坚定信心、众志成城做民族复兴的

参与者，共同推进祖国统一，努力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推向前进。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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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第一版）一要明纪于心、时时自警，

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始终严守规矩、不逾底线，做到对党忠诚、

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不讲特

殊、不打折扣、不搞变通，说老实话、办老

实事、做老实人。二要严纪于身、时时自

省，以案为鉴、引以为戒，以揽镜自照、刀

刃向内的自省精神，勤掸“思想尘”，多思

“贪欲害”，常破“心中贼”，算好政治账、

经济账、名誉账、家庭账、亲情账、自由

账、健康账，把好政治关、权力关、金钱

关、交友关、美色关、节庆关、生活关、家

庭关，努力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

眩于五色之惑，干干净净用权、规规矩矩

办事、清清白白做人。三要执纪于行、时

时自律，时刻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

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时刻牢记自己的

“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业”是

为党工作，聚焦权力运行的“关节点”、内

部管理的“薄弱点”、问题易发的“风险

点”，自觉做到敬畏纪律、严格自律、习惯

他律，带头讲政治，带头守党纪，防患于

未然、治病于未发，自觉当好风清气正政

治生态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

政 府 党 组 班 子 成 员 作 表 态 发 言 。

甲热·洛桑丹增列席会议。

新华社北京 6月 18 日电（记者 周

圆）记者 18 日从国家消防救援局获悉，

当日上午，全国各省份消防救援总队正

式加挂驻地消防救援局牌子。31 个省

级消防救援局统一挂牌，标志着消防救

援总队、支队、大队加挂驻地省、市、县

三级消防救援局牌子工作正式启动。

国家消防救援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总队以下消防救援队伍加挂驻地消防

救援局牌子，是党中央关于国家综合性

消防救援队伍整合改革工作的重要举

措。加挂牌子后，各级消防救援队伍将

更好地融入当地党委政府工作大局，承

担属地消防监督管理职责，规范建设管

理地方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全面落实消

防执法规范化建设，推动消防安全治理

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更好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

据悉，全国市、县两级消防救援局

挂牌工作将分批于 6月底前全部完成。

全国省级消防救援局统一挂牌 夏 粮 ，全 年 粮 食 生 产 的 第 一 季 。

全力以赴抓好夏收，对于端牢 14 亿多

中国人的饭碗至关重要。

目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

96%，“三夏”小麦机收任务基本完成。

今年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于 5 月

下 旬 全 面 展 开 ，由 南 向 北 快 速 推 进 。

截至 6 月 18 日，西南、黄淮海等麦收重

点地区收获基本完成，新疆、甘肃等西

北地区小麦机收仍在进行。

麦收机具供给足。

各地共计投入联合收割机 60 多万

台，随小麦梯次成熟，引导跨区作业机具

自南向北有序转移。麦收高峰期有 9天

单日投入联合收割机在 20万台以上、最

多达25万台，小麦机收占比超过98%。

更多高效低损收获机具投入生产

一线，基本做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

麦收服务保障强。

各 地 共 设 立 高 速 公 路 绿 色 通 道

2970 多 条 、跨 区 作 业 接 待 服 务 站 近

3500 个，有力保障了农机跨区通行顺

畅。开通农机作业服务保障热线电话

1340多个，帮助解决麦收困难问题。

气象部门定期分析天气形势，及

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为小麦机收和

农机转场提供参考。

各地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开设

农机优先优惠加油通道 5200 多个，在

机收高峰期间开展“送油到田”服务。

麦收收获进度快。

全国连续 16 天日机收面积维持在

1000 万亩以上，麦收速度持续高峰推

进，机收进度同比常年快 2至 3天，黄淮

海重点省份集中机收结束时间均比常

年快 5天左右。

在此期间，局部受降雨影响地区

组织开展雨前抢收，做到适收快收，为

后续抢抓有利墒情开展机播作业争取

充足时间。

麦收机收损失低。

各地在抢抓机收进度的同时，广

泛 组 织 开 展 机 收 技 能 培 训 和 减 损 比

武，麦收期间派出农机化技术骨干加

强田间巡回指导，切实提升机手作业

水平。

麦收完成省份初步监测小麦平均

机收损失率维持在 1%左右的较好水

平，优于 2%的行业标准要求，有力保障

了夏粮小麦收获。

眼下，正是“三夏”大忙时节，夏种

夏 管 正 抓 紧 进 行 。 克 服 高 温 干 旱 影

响 、抢 抓 农 时 抓 好 夏 播 ，各 地 正 在 行

动，科学调度水利工程，精心做好抗旱

保夏播，为秋粮丰收夯基础。

（新华社北京6月 18日电 记者 郁

琼源 于文静）

全国全国““三夏三夏””小麦机收任务基本完成小麦机收任务基本完成

图为 6月 18日，山东省枣庄市税郭镇野岗埠村农民利用喷灌机浇水造墒。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