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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成了国家统一稳固的基石、民族团结和谐的核心要素，以及精

神动力体系的灵魂所在。鉴于我国正步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跨越阶段，正确把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中的四个必然要求能促进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有效开展。进

入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的主线的实践要求是多方面的，需要从理论

到实践、从政策到行动多个层面推进和落实，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贯彻以人为本的

执政理念，以新发展理念推动民族工作的稳步进行，发挥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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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nstitutes the cornerstone of national unity
and stability, the core element of ethnic unity and harmony, and the soul of the spiritual power system.
Given that our country is entering a historic leap towards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ly grasp the four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ethnic work in the new era. In the new
era,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for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the
main line of ethnic work are multifaceted, and need to be promoted and implemented at multiple levels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from policy to action. We must adhere to the comprehensiv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over ethnic work, implement the people-oriented governance concept, promote the steady
progress of ethnic work with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in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Main line of ethnic work; Time valu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引言

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

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

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1]。”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清晰认识，促进各民族深刻内化对伟大祖国统一与繁荣的

深切认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广泛共识，对中华文

化博大精深内涵的自豪归属，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地位的

坚定拥护，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

化的全面认同，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正确方

向。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工作主线的时代

价值

进入新时代以来，民族工作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在当

前社会加剧变迁的背景下，各民族人口呈现出显著的流动性

增强与融合居住趋势加剧的态势，这一动态过程深刻影响着

民族间交流、交往与交融的广度与深度。将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置于民族工作主轴位置，不仅是对传统民族工作理

论的深化与拓展，更是对新时代民族工作战略方向与核心任

务的精准把握，对于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维护国家统一

与繁荣具有重大时代价值。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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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各族人民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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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场域。中华民族依托悠久的历史传统，塑造起高度的国家

认同，形成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观念。

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是对国家认同维度深层次

探索的集中体现。在多元一体的国家架构下，不仅要求强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认知，更促使各民族成员深刻内化自

身作为中华大家庭不可或缺一员的身份认同。在民族历史演

进的壮阔长河中，各民族间构筑起了命运相连、荣辱与共的

深厚纽带，这一历程深刻体现了民族共同体的坚实基础。历

史和实践的经验表面，唯有各民族心手相连、紧密协作，方

能有效抵御外部挑战与内部风险。在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宏观

框架下，各民族间的和谐共生不仅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

石，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微观体现。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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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以发展惠民生、聚民

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2]。”要让

各族群众共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切身感受到党的关怀

和祖国的温暖，才能更好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代

化使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经济方面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强，

城镇化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交往交流，各地开始创造

共建共享的社会环境。鉴于此，新时代推行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最大限度地汇聚起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强大合

力，构建起有效应对多元化风险挑战的战略体系，提升国家

应对外部干扰与内部挑战的能力，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宏伟目标提供坚实的思想引领与安全保障。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

族关系的必然要求

民族关系作为社会多元关系网络中的核心构成部分，其

稳固与发展深刻影响着国家整体的社会结构。强化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不仅是构筑我国民族关系坚实思想根基的必由

之路，也是推动民族关系和谐共生、促进社会整体稳定与繁

荣的关键所在。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入拓展，愈

来愈多的少数民族群众逐渐从传统的聚居走向了全国各地，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格局正逐渐形成，其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正朝着广度与深度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机制也变得更加完善、丰富、全面，社会群众的参与程度也

越来越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要高举中华民族

大团结旗帜，使“五个认同”更加牢固，让各民族真正像石

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进一步夯实新型民族关系的社会基

础与思想基础。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工作开创新

局面的必然要求

在历史演进的不同阶段，党和国家事业的推进始终植根

于特定时代背景，并围绕阶段性核心任务展开。新时代以来，

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了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多

领域的交流融合与共同繁荣，民族工作创新发展，就是要不

断的与时俱进，保障好各民族群众的合法权益[3]。对此，必

须坚持基本民族理论政策不动摇，同时有针对性地改进与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适应的环节，坚持突出其在新时代

民族工作中的指导性作用，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

设。随着民族工作的不断调整，在政策制定上要围绕着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切实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科

学制定相关政策法规，适时的总结经验，并进行实地检验，

始终坚持以创新为活水源，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加强和改

进党的民族工作，更好地保障各民族群众的合法权益与根本

利益，从而更好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工作主线的

实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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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践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二是始终坚持高

质量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提供新方法、

新路径。三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推动

各民族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当前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与民族团

结相辅相成。四是要积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

用，培育起公民的时代意识和责任担当，推动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

（一）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新时代的党的民族

政策

加强党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领导，其本质是

坚定公民的政治信仰和深化国家认同，把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建设的各大方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各族人民

群众在思想上举旗定向，在行动上坚守政治底线，让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成为

每一位公民的行动自觉和政治操守。“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工

作，必须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4]”。

历史与实践不断证明着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我国

民族工作取得显著成就的根本保证，也是新时代党的民族政

策得以落实的最大优势，更是各项民族工作的基本遵循。具

体而言，通过强化党的全面领导，能够确保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得到最充分、最有效的实施，从而最大

化其制度优势与效能。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下，要

坚持党的民族工作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夯实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

（二）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民族工作的高质

量发展

理论为实践提供行动指南，新发展理念是引领高质量发

展的指南针，且二者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区域性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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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高质量发展就是对新发展理念最好的体现。协调发展意味

着要关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促进各民族之

间的均衡发展。

以新发展理念作为行动指引，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突

出创新驱动，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绿色经济发展，将共同

富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要求，各项要素得以协调发展，

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民族工作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有开放

包容的精神，加强与其他地区和民族的交流与合作，借鉴先

进经验，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让各族人民群众共

享发展成果，提高生活水平，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促进民

族团结的牢固性。坚持扬长避短，推进民族地区各项基础设

施建设的创新发展，确保民族地区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稳

步推进高质量发展。

（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民生建

设

习近平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

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

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

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5]。”民生工作可以有

效凝聚民心，同理，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核心

在于将民生改善与民心凝聚确立为民族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与最终归宿。

具体而言，通过聚焦民生福祉的持续提升，不仅能够直

接回应各民族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还能够有效

增强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夯实其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聚焦群众

普遍关心的民生问题，办好民生实事，将理论与政策落到实

处，让各族人民的幸福感得到可持续发展，让民生福祉迎来

飞跃性发展。

（四）始终坚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个多维度的价值架构，

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具体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深化，关键在于各

民族成员内心深处是否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刻认

同与归属感。这种认同感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

同，更是对共同命运、共同理想的认同与追求。因此，在民

族工作的实践中，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民

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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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着全国各族人民群众更加

深刻理解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丰富内

涵和精神实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当坚持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运用到思想政治建设中去，把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作为个人使命，增强公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培养各

民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历史责任感，从思想观念上

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方向性。

六、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处

理民族问题以实现民族大团结的重要保证，对新时代党的民

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推进党的民族工作就是要

深刻把握和理解我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立足

于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凝聚全民族力量，正确把握重

大意义中的四个必然要求和实践要求，厚植政治基础和思想

基础，提升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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