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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蒲晓磊

　　十四届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双周协商座谈会近日

在京召开，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协商议政。

　　与会全国政协委员和专家在发言时认为，要从文

明、文化、文字入手，持之以恒，绵绵用力，有形有感有

效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把握中华文化和各

民族文化的关系，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文化认同凝

心聚力。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地区

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张裔炯

建议，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引导各族群众在思

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强化

中华文化对各族群众心灵浸润，不断夯实民族团结

之根、民族和谐之魂；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把改善

民生、凝聚人心作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推动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

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特色产业

发展、基础设施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适应各族

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正确处理好传

统与现代的关系、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十三届全国政

协委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青觉认为，应在尊重共有

历史传统、着眼现代化建设的同时，确立中华民族的

主体性。注重生活体验，关注物质发展的同时，丰富人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建议制定出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健全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制度体系，全国一盘棋建立

民族政策一致性合规性审查制度。”全国政协常委、青

海省政协副主席王绚指出，要用好东西部协作、对口

支援、定点帮扶等政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孕

育和催生符合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质生产力，推动

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民委原专职委员孙学玉建

议，进一步加强干部教育、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编辑

出版通俗易懂的教材读本，为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国家

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提供理论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战部部长伊

力扎提·艾合买提江提出，支持进一步总结提炼民族

团结精神，挖掘蕴含其中的爱党爱国的感恩精神、手

足相亲的团结精神、和谐和睦的包容精神、携手发展

的奋斗精神，形成品牌意识和效应，用老百姓看得见

的东西、听得懂的语言和感受得到的情感，更好推动

党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创新发展。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

究所研究员郑大发建议，明确新定位，强调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提出新目标，强调要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着眼点，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确立新路径，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个方面，转化

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观念、人文

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步步推进。

　　“要增强对多元文化遗产的阐释和利用能力，解

决‘不会讲’‘不会用’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郑茜认为，应加强多元文化遗产

研究力量，设立国家重大科研课题，建设多元文化

遗产研究基地，开展专题研讨，举办学术论坛，集中

解决多元文化遗产的阐释与表述难题。加强基层理论

培训，为地方文博提供智力支持。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委统战部部长、民宗局

局长强巴建议，坚持把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培

训作为基础性工作，深入实施村（社区）主干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培训2年攻坚行动和3年巩固提升工程，通过

多种渠道开展农牧民群众“职业技能+普通话”能力

培训，不断加大“三交”工作力度和互嵌式社区建设。

　　“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实施‘兴

边富民’国家战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资

源所所长葛全胜提出，一方面，实施“美丽边境”建设工

程。在“美丽中国”建设中更加突出“美丽边境”建设，筑

牢边境生态安全屏障；另一方面，深化共有精神家园建

设行动。充分挖掘利用边境地区反映民族共同开拓祖

国疆域的历史文化资源，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阿拉伯

语首席翻译王茂虎认为，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应进一步提升

对海外华侨华人讲好中华民族故事能力，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营造良

好外部舆论环境。对此，建议优化顶层设计，建立健全

中华民族故事对外传播工作机制；加强话语创新，提

升中华民族故事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加强合作交

流，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 与会委员建议

有形有感有效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 本报记者          张红兵

□ 本报见习记者  哈建伟  文/图

　　社区打造“民族融合之家”，小区内13个民族亲

如一家；满族儿子娶汉族、蒙古族媳妇，“多民族之

家”其乐融融；支部请“能人”回村创业，带领村民致

富奔小康。

　　近年来，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临潢家园社区、马鞍山村、小

庙子村等地，在实践中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一家亲”

理念深入人心。

各民族亲如一家

　　临潢家园社区是多民族聚居社区，共有汉族、蒙

古族、壮族、回族、朝鲜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13个

民族，其中民族人口占该社区总人口的29%。据社区

书记吴晓华介绍，近年来，临潢家园社区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民族融合之家”为载体，

建立了松山区首个“民族团结之家”综合服务体，促进

各民族群众“互嵌式”发展，以“家理念”“家关怀”推动

各民族居民在社区大家庭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

　　在临潢家园社区党群活动中心，记者看到的是和

谐互助、其乐融融的场面：汉族阿姨刘海燕和朝鲜族

阿姨李珍子，配合默契、谈笑风生合作织毛衣；蒙古族

阿姨高娃和社区姐妹们一起创作刺绣挂画；乌兰牧骑

排练厅内正在排练舞蹈《石榴情》；民族技艺传承班、

蒙汉书法练习班的学员们也正在切磋技艺……“民族

团结之家”为大家架起了桥梁，各族群众不断扩大“朋

友圈”，织密“亲情网”。

　　“端午节各族群众聚在一起，开展包粽子比赛，

获胜的还有奖励。”回族阿姨马玉华在社区住了18

年。说起民族团结，马阿姨滔滔不绝。“大家亲如一

家，经常聚在一起，就美食、文艺、编织等展开交流。”

“我做牛肉比较好吃，经常告诉她们一些‘秘方’。朝

鲜族大姐做泡菜是绝活儿，我学习后在家做给孙女

吃。”马阿姨告诉记者，居民们相处融洽，谁有个头疼

脑热，大家都会前去探望；谁家有大事小情，姐妹们

也都会主动提供帮助。

　　为把党的好政策好声音及时传递给各族居民

群众，社区还经常组织乌兰牧骑到小庙子村、当铺

地、元宝山等基层农村社区开展慰问演出，参与观

看达2万余人次。

多民族融合发展

　　“这是我们家的全家福照片。我家现在共有11口

人，有汉族、蒙古族、满族3个民族。”71岁的张国利指

着照片高兴地说。

　　张国利的家位于喀喇沁旗马鞍山村的马鞍山脚

下。院门前一面国旗在山谷中迎风飘扬。家门口悬挂

着“民族团结之家”“最美家庭”“美丽庭院示范户”“光

荣之家”等荣誉称号的牌子。小院虽然不大，却拾掇得

井然有序。房屋四间，屋子里也是窗明几净。

　　张国利家是四世同堂的“多民族之家”。张国利和

妻子赵国侠是满族，两个儿子又分别娶了汉族和蒙

古族的媳妇。一大家子，3个民族，相处得其乐融

融。据赵国侠介绍，目前大儿子一家4口和小儿子

一家4口都在外地工作生活，逢年过节回来时，

全家十几口人聚在一起，非常热闹。“一大家子

人平时生活相处起来也没觉得有啥不同，不管

什么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平等

相处、真心相待。”张国利说道。

　　虽然不在一个村里，但是赵国侠和亲家联

系也很紧密。农忙的时候互相帮忙收个秋，隔长

不短就一起聚个餐，大家在互帮互助中更加增进

了交流和感情。

　　张国利的多民族家庭，是他所居住的马鞍山村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互嵌式”生活的缩影。这个村

子有420户，汉族、蒙古族、满族居民世代在此居住。

2020年至2022年，该村连续三年被评为市级、自治区级

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

走上共同致富路

　　赤峰市有300多年的中药材种植历史，因昼夜温

差大、光照充足、降水量低，适合种植多种名贵中药

材，是全国重要的中药材种植基地。

　　据全国人大代表、小庙子村党总支书记赵会杰

介绍，近年来，小庙子村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成立了

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推动土地流转，集中力量

推广中药材种植，全村中药材种植面积达4000亩，

有桔梗、沙参、党参等10多个品种，通过发展中药材

种植加工，让土地收益从过去的每亩纯收入500元

提高到现在的5000元，10年间翻了10倍。若是将药

材通过合作社初加工后再流入市场，平均每亩收入

能达万元。

　　赤峰宏都中药材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李永波，

16岁前往北京打工，在北京创下了一片家业，很

有经商头脑。2014年，在赵会杰的邀请下，李永波

回乡创业成立农业合作社，种植生产销售药材，带

动村民增收。

　　李永波说，合作社中汉族、蒙古族、满族工人一起

工作，互相协助，共同发家致富。

　　“我们村是一个多民族的群体，汉族、满族、蒙古

族等民众聚在一起，大家劲儿往一处使，都甩开膀子

往前奔，就是一个目的，致富！”说到致富，赵会杰兴奋

地举起了双手。

赤峰持续推进“中华民族一家亲”理念

各民族携手致富奔小康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临潢家园社区

党群活动中心，乌兰牧骑排练厅内正在排练

舞蹈《石榴情》。

□ 本报记者          张红兵

□ 本报见习记者  哈建伟  文/图

　　仲夏时节，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毛都大

草原上，科右前旗守望草原巡防队的旗子猎猎作

响，随风飘动。尽管年届六旬，但来自满族屯满族

乡的蒙古族大娘孙玉花和赵桂琴却如年轻人一般

挺直着腰杆，精神抖擞地站在旗子旁边，身上穿着

崭新的巡防队服装。几年来，不管是暴雨倾盆，还

是大雪漫天，她俩都会和其他巡防队员一起，前

往国境线进行巡逻，仔细查看是否有可疑人

员、非法狩猎、滥挖药材、破坏草场、野生动

物越境等情况，为祖国值守国门。

　　孙玉花和赵桂琴所在的满族屯满族

乡，地域辽阔，西北与蒙古国接壤。从

2012年开始，为整合边境社会资源，加

强巡边护边力量，当地政府和科右前

旗边境管理大队满族屯边境派出所

通过筛选，组建了巡防队伍。这些队

员来自汉族、蒙古族、满族等民族，既

有饭店老板，也有退休干部、普通牧民，他们通过

辅助派出所开展边境巡逻、治安防控、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法律政策宣讲等工作，积极参与巡边护边

和基层治理工作。

　　牧民白萨仁和丈夫吴苏道也是巡逻队队员，

家里虽然经营着“牧家乐”，但这并不影响夫妻俩

如期参加巡逻队的巡边护边工作。尤其是吴苏道，

自2018年担任护边员以来，已累计巡边1万余公里，

边境线上有哪些通道，分布着哪些牧点，他都能找

到，被称为边境“活地图”。为便于大家工作和休

息，夫妻俩还将自家草场作为巡防队的集结点和

训练基地，为巡防队员免费提供用于巡边的马匹

以及可口的饭菜。

　　吴苏道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受父母的影响，

他希望能有机会报考警察院校，未来想成为人民

警察，像父母一样，守卫边境、保家卫国。

　　“我家现在有500多只羊，‘牧家乐’去年收入40

多万元，这都得益于党的富民政策，得益于祖国边

疆的安全和稳定。我们会一直将巡边护边工作做

下去。我家是‘永不撤防的哨所’，我们一家人是

‘永不退役的哨兵’。”吴苏道说道。

　　一年四季，不分冬夏，或骑马或驾车，科右前

旗守望草原巡防队的队员们，与派出所民警一

起，一年数十次往返于国境线，巡边护边。他们

用忠诚与担当，在草原上筑起了一座“有生

命的界碑”，年复一年地守护着祖国边境

的安全和稳定。

　　如今的科右前旗守望草原巡防队

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参加。在

守望草原、守土有责的过程中，个人

与国家的命运更加紧密相连，每逢

重要节日，满族屯满族乡的群众都

会迎着初升的朝阳，齐声高唱国歌，

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祖国北疆的

辽阔边境线上，凝聚起“扎根边疆、

心向中央”的深厚情感，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永不撤防的哨所 永不退役的哨兵

祖国北疆筑起“有生命的界碑”

  孙玉花（左）和赵桂琴是内蒙古自

治区兴安盟科右前旗守望草原巡防队

中年龄最大的女队员。

□ 詹海宝

　　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数字化智能化

已融入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各领域全过程，成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助力和有力抓手，正深刻赋能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以智能技术融合各族经济

　　人工智能技术蕴藏着重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

巨大潜能。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不断

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民族地区经济转型

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引领其跨越式迈向数字经济新时

代。依托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多维推动智能工

厂、智慧农业、智慧旅游、数字金融等产业发展，使其成

为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增强其内生发展实

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夯实

民族地区共享发展的物质基础。如西藏积极探索“互联

网+旅游”模式，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智慧景区、智

慧酒店等，为人们提供更加便捷、舒适、有趣的旅游体

验，带动特色旅游产业蓬勃发展，彰显数字经济助推

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优势。

　　智能化应用于民生服务领域，为不同民族群众提

供更加普惠、便利、优质的公共产品。物联网、人机交

互等新技术嵌入教育、医疗、交通等各民生领域，推动

形成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新业态，将优质的教育医

疗资源精准触达各民族群众，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如新疆积极打造“互联网+医疗健康”等民生服务

平台，让各族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在线问诊、远程

教育等优质服务，切实破解因地域、语言等问题导致

的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难题，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

红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筑牢对伟大祖国的向心力。

以智能系统畅通各族交流

　　网聚各民族、交融促团结。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

打造群众性平台，构建网上民族大家庭。依托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发展沉浸式、交互式网络平台，

带动形成跨民族、跨地域、跨文化的在线交流生态圈。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搭建民族特色资源展示中心，通过

虚拟博物馆等沉浸式场景，让各民族群众在线欣赏、

体验、交流不同民族的物质文化与非遗，在彼此了解

中相知相亲。利用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打破语言隔

阂，开发智能化翻译工具，促成民族之间交往由被动

接受向主动表达的转变，引导其积极投身互联网这一

最大民主议政平台，增进情感认同、价值认同。

　　基于智能算法、知识图谱等新技术搭建人工智能

辅助决策系统，多层面开展大数据分析，从海量数据

中自动提取、比对民族交往的特征模式，洞察民族交

往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采取动态、精准、超前

的措施加以应对，为民族事务治理提供智慧化、精细

化决策参考，妥善化解矛盾，营造亲清政商关系、促进

民族和睦相处的良好氛围。大力推进“AI+管理服

务”，用数字化手段提升基层民族工作效能，用智能化

社会服务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筑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根基。

以智能平台凝聚各族共识

　　要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转化为事业发展的最

大增量，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运用AI等新技术赋能优秀民族文化保护

传承与创新发展，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依托知识工程、智能内容生成等技术规模性构

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智能知识库，将经典民族

题材的历史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模范事迹等量化为

结构化、语义化、可计算的数字资源，为各族群众获

取、学习、体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智能化

服务，增强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如内蒙古充分利用

AI等技术，开发蒙古族传统文化数字化体验馆，让各

族群众在沉浸式场景中感受马头琴悠扬的旋律、蒙

古包里醇香的奶茶，在潜移默化中领悟“中华文化多

元一体”的深刻内涵。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深度

融合，构建全媒体、全方位、全覆盖、可感知、能学习、

深交互的智能传播体系。依托智能内容审核、舆情分

析等技术强化网上正面宣传教育阵地建设，主动设置

议题，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通过搭建个性化、场

景化、沉浸式学习平台，创新网上党史学习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的智能化教学模式，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在广大民族地区，各

级党委、政府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开

发部署思想政治工作智能辅助系统，精准把握不同

民族网民的思想动态、价值取向，持续增强网络引

导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筑牢民族团结进步

的共同思想基础。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网络与新媒

体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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