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地处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东部，被誉

为山宗水源、路之冲，广为流传的昆仑神话是

中华民族的远古记忆，长江、黄河被誉为中华

民族的母亲河。青海联疆络藏、通甘达川，自

古以来是戍边守关、经略西部边疆的枢纽，在

国家生态安全、国土安全、资源能源安全上具

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历史上，汉、古羌、

匈奴、月支、鲜卑、突厥、回鹘、党项、吐谷

浑、吐蕃等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共同发展，

元明以来逐渐形成了以汉族、藏族、回族、土

族、撒拉族、蒙古族等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格

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密切交往交

流交融，书写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的青海历史，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缩影。据

第七次人口普查，全省有 54 个民族成份，少

数民族人口 293.04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 592.4

万人的 49.47％。全省有 6 个自治州、7 个自治

县、28 个民族乡，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面积达

98％，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最高和民族区

域自治地方面积最大的省。

特殊的省情，决定了在青海做好民族工

作、教育引导干部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十分重要。历届省委、省政府始终将民族工

作摆在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要位置，作为

“国之大者”“省之要事”高度重视，一以贯

之。党的十八大以来，青海各级党委政府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

以谋全局”的谆谆教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以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省为统揽，努力推动青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上走在前列。

一、坚持高位谋划推进，党对民族
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

长期以来，青海始终坚持高位推进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发展。1982 年起实施民族团结进

步宣传教育活动。2003 年在全国首创了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建立了深入持久开展创建

工作的长效机制。2013 年青海省第十二次党

代会作出“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的决

定 ， 通 过 “ 三 年 强 基 础 ， 八 年 创 先 进 ”， 在

2020 年青海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

际，成功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进入“十

四五”后，青海省委、省政府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在全新的起点上开启了创建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省的新战略。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后，党中央出台的有关文件明确提出

“支持青海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为

青海创建工作提供了强劲动力和根本保障。省

第十四次党代会对示范省创建进行全面部署，

提出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走在前列

的新的更高目标。省委召开民族工作会议，出

台了 《关于率先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施意见》《关于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新时代

青海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从组

织领导、制度建设、政策支撑、督促落实等方

面为创建工作提供了坚强保障。每年青海省委

常委会、省政府常务会都专门研究民族工作，

省党代会、省委全会、省两会工作报告上民族

工作都占有相当篇幅。久久为功、高位推进，

为青海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一步步拾级而上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二十大以来，新一届青海省委领导班

子坚持把民族工作放在百年变局和民族复兴两

个大局上、放在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大业中

审视和把握，把“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作为青

海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的实践载体之一，重点推动民族

工作领域“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

功”。2024 年新年伊始，省委主要领导主持召

开的第一个全省性会议，就是创建工作推进

会，会议提出了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丰富交往交流交融平台载体、民族宗教事

务依法治理、社区石榴籽家园建设、铸牢示范

市创建”等五个方面作示范的目标，确保了高

位推进的工作态势。青海省委成立铸牢中华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 构 建 省 、 州 、

县、乡四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

领导体制。建立了民委委员新机制，将有关党

委、政府部门和人民团体纳入委员单位，委员

单位扩大到 34 个，形成了政治引领、党建统

领、党政同责、社会同创、全民共建的大创建

格局。

二、坚持共创共建共享，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工作不断提质增效

实践出创新。青海在全国开创了党委总揽

创建工作的先例，率先建立了各级党委“一把

手”抓创建的领导机制、专项考核机制、专项

奖补机制、经费和队伍保障机制、示范动态管

理机制、第三方评估机制、模范典型定期表彰

机制等长期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率先落实

“两个纳入”重大要求，创建工作成为年度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目标责任 （绩效） 必须考核

的主要内容之一，成为巡视巡察工作的重点，

确保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大政方针得到切实

落实。无论是出台法律法规还是政策措施，都

把有利于增进共同性，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作为首要考虑。青海省级和 6 个自治

州制定出台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果洛

藏族自治州出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公

约》，西宁市和化隆回族自治县探索制定铸牢

工作的地方性法规，通过地方立法，把创建工

作确定为各部门法定职责和全体公民的自觉

遵守。

落实国家最新指标体系，结合省情实际，

率先出台了 《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测

评指标体系 （试行）》，以更高更严的要求落

实国家标准，使创建工作始终围绕主线、突出

主线、服务主线、践行主线，成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持续开展创建“十进”

活动，创建工作的平台载体更丰富，覆盖更全

面，全社会参与的氛围更浓厚。累计下达 6.24 亿

元资金对全国、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

单位和教育基地进行专项奖补，极大地提升了工

作积极性。经过努力，目前全省建成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区 62 个、示范单位 33 个、教育基地

9 个，省级示范区、单位 278 个，选树全国模范

典型 271 个，省、市、县三级先进典型 3700 多

个，创建成就鼓舞人心，全省所有市州和 93%的

县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青海民族团结

进步工作走在了前列。

三、坚持思想教育引领，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不断夯实

始终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干部教

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全省

宣传思想教育工作整体部署。加强国民教育，在

小学初中开设民族团结专题课，在普通高中思政

课中强化民族团结教育，在高校、高职开设 《中

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课程，推动 《概论》 学习进

学校、进课堂、进阵地、进寺院、进教育基地。

针对党员干部、农牧民、学生、宗教界等不同群

体，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培训、宣传宣讲

和主题实践，连续 42 年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

月活动，连续 20 年派万名干部下乡进村入寺宣

讲，连续 11 年开展寺庙法治宣传月活动，创立

马背宣讲队、双语专家团、宗教人士宣讲组等特

色宣讲队伍，用带有“泥土气”“糌粑香”的方

式，把党的惠民政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宣传到千家万户。

结合实际常态化、多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制

作推广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主题标识 LOGO，举

办“民族团结感动人物”评选、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论坛、主题采访、文学笔会，开通“青

海石榴籽家园”系列网络媒体平台，拍摄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青海实践专题纪录片，举办网

络答题活动，参与人次超 100 万。加强“道中

华”平台的学习使用和宣传推广。《中华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青海卷》 已编纂完成初

稿。阵地建设再上台阶，利用现有历史文化场

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培育打造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基地、主题公园、广场等，创作推出了一批突

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品力作，在润物细无

声中引导人们体悟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使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全社会共同价值追求，各族干

部群众的“五个认同”“四个与共”理念更加牢固。

四、坚持丰富平台拓展路径，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

始终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途径，发挥对口援青、

东西部协作机制作用，通过出台支持政策、创造

便利条件、广泛宣传动员等方式，推动基层干

部、青少年、各族群众走出青海、融入全国，形

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互

嵌 发 展 格 局 。 特 别 是 20 多 万 各 族 群 众 在 全 国

330 个 大 中 城 市 经 营 拉 面 产 业 ， 打 造 了 “ 三

交”的青海品牌。各地积极探索促进“三交”

的平台载体，雪山上的牧民球队闯进贵州村超、

草原上的足球少年走进北京工人体育场、炕头上

各族绣娘的绣品摆进国际进博会，“三交”载体

平台不断丰富，频次规模空前增长。特别是玉树

青少年北京行活动，登上中国日报网融媒体英文

专题 Xi’s Moments （学习时代），全平台阅读

数超 10 亿。“舌尖上的拉面”“指尖上的青绣”

“脚尖上的旅游”“小足球大团结”等成为响彻全

国的“三交”金名片。

充分发挥城市“三交”平台作用，构建“社

区党组织+小区党支部+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

业”社区民族工作模式，创新打造 388 个社区

“石榴籽家园”。广泛开展“中华民族一家亲”主

题“结对子”“手拉手”“百家宴”等联谊活动，

举办元宵灯谜会、藏历新年联欢会、民族趣味运

动会等特色活动，构筑了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

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全面

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稳妥推行“三

科”统编教材，在历时 9 年编译出版第七版 《现

代汉语词典》 汉藏词汇对照版的基础上，完成汉

藏对照全文版的翻译审定，制作播放难点词条解

析电视教学节目 300 集，不断提升干部群众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水平。在“12·18”积石山地

震面前，青海省委领导一线指挥、各级干部冲在

前面，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汉族、藏族、

回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等各族群众互帮互

助、共克时艰，许多人自发远道而来，为灾区群

众免费做饭，将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青海拉面送到

受灾群众面前，在危急时刻、灾难面前，充分展

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

五、坚持新发展理念，各民族共同走
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更加扎实

始终把发展作为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

钥匙，深刻把握青海资源禀赋和区域特征，牢牢

把握省情定位，切实把建设生态文明高地、打造

产业“四地”作为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

向和行动路径。坚决扛起守护“中华水塔”的政

治责任，国家公园建设始终走在全国前列，生态

文明理念深入人心，14.6 万牧民放下了牧鞭，吃

上了“生态饭”，当上了管护员。着力打造世界

盐湖产业基地，盐湖产业产值达到 580 多亿元，

钾肥产量占全国的 77%，为端牢中国饭碗、支撑

新能源、新材料发展作出了青海贡献。着力打造

国 家 清 洁 能 源 产 业 高 地 ， 清 洁 能 源 装 机 突 破

5100 万千瓦，建成全国首条全绿电大通道，青

海 绿 电 点 亮 了 北 京 大 兴 机 场 、 杭 州 亚 运 会 赛

场。着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三江源溯

源之旅、雪山探秘之旅、国家公园生态体验之

旅享誉国内外，大美青海的品牌越来越响亮。

着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青海成为

全国规模居首的有机畜产品、有机枸杞、冷水

鱼生产基地，上好的品质受到了国内外消费者

的广泛青睐。

青海省委、省政府坚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自觉把“富脑

子、聚人心”摆在突出位置，把改善民生、凝聚

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小财

政办出了大民生，财政用于民生支出始终保持在

75%以上，全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

民生实事，全省近 54 万各族群众增收，农牧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十年前翻了一番多。海北藏族

自治州果洛藏贡麻村的各族群众，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时的殷殷嘱托，用民族团结的力量解开

了致富的密码，有机畜牧、特色旅游等产业实实

在在地增加了群众收入，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已成为青海

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

征程万里风正劲，劈波斩浪启新程。青海省

将继续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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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把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情厚爱、关怀牵挂

转化为感恩奋进的强大动力，扎扎实实地做好新

时代青海民族工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进一步创新思路、强化举措、凝聚合

力，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省，推动青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走

在前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汇聚人

心、凝聚力量。

（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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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
推动青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走在前列

—青海省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工作纪实

青海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多元文化交织，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

占比最高和民族区域自治面积最大的省份。这里山川壮丽，各民族和谐共

处、携手并肩、团结奋斗共同建设美好家园。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记录着

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轨迹。

“在青海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大

政方针，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工作，引导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近年来，青海省

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参加全国人大青海代表团审议

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紧扣“创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工作目标，扎实推进青海民族工作高质量发

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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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干部群众在草原深处学习宣传 《青海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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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