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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学年第二学期第 17 周教职工政治学习材料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知应会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主要方面

主要是“十二个必须”：

一是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

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谋划和推进新时代党的民

族工作。

二是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

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促进各民族紧跟时代步伐，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

荣发展。

三是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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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四是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五是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参与国家事务管

理，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

六是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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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国家法

律法规实施，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八是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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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是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

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

十是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一是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教育引导各民族继承和发

扬爱国主义传统，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安全、社会稳定。

十二是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提升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

能力和水平。

二、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内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

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只有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各民族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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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才

能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

本利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只有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

生的风险挑战，才能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思想保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

系的必然要求，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

觉认同，夯实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思想基础，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

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只有顺应

时代变化，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

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好做细做扎

实。

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把握的重要关系

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

工作的重要原则。增强各族人民“五个认同”和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

注意对各民族在饮食服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建筑风格等方面的保护和传承。

要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

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要

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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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

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

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

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六、我国民族工作的主题

“两个共同”，即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我国民族工作的

主题。

七、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五项重点任务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坚决

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

八、“五个认同”的内涵

增进“五个认同”，即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

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九、“三个离不开”的内涵

“三个离不开”是指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三个离不开”精辟概括

和深刻表述了中国各民族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血肉关系。

十、怎样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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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正确处理差异性和共同性。总的是要尊重差异、

包容多样，通过扩大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共

享的社会条件，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

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最大成果，就是总结提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新时

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这一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十二个必须”。这“十二个必须”，体

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鲜明特色，支撑起新时代党的

民族工作的“四梁八柱”，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

这一重要思想，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相统一。这一重要思想聚焦当前、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深刻分析和洞察中华民族发展的必然规律、内生动力、未

来趋势，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这一重要思想着眼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阶段性特征，

强调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

系、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统筹谋划和推进新时代

党的民族工作。这一重要思想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的矛盾，提出要顺应时代变

化，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

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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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要思想，坚持突出主线和系统全面相统一。主线是科学理论体系的

“纲”，能将科学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有效统摄起来、有力凝聚起来，发挥

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关键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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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于方方面面，体现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全部实践之中，是

我们认识和把握这一理论体系的根本所在、关键所在。同时，这一重要思想围绕

主线形成了系统的内容体系，根据新的阶段性特征和新的实践对党的民族工作的

各方面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战略指引，涵盖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

旗帜方向、重要任务、工作主线、实现方式、中华民族历史观等基本问题，与民

族工作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既有理论高度，也具实践价值。

这一重要思想，坚持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相统一。这一重要思想以新时代党

的民族工作实践为基础，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本源，继承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赓续了我们党在民族问题上的一贯主张，又从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作出一系列新的重大判

断、新的理论概括、新的战略安排，以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原

创性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在新时代的历史性飞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

作的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

道路，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文选自《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