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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月，昭阳区望海楼公园广场上
人潮涌动，云南省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区 10年成就展暨昭通市 2025年民族
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在此举办，通过展示
云南省 10年来推动示范区建设的辉煌成
就，让各族干部群众深刻感受到各民族共
同团结奋斗带来的巨大变化。

昭通以实际成就为依托的社会宣传
教育方式，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
加深入人心，激发了各族群众维护民族团
结、共建美好家园的热情和动力，进一步
增强了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

5 月初夏，“乌蒙石榴红”演出团的歌
声回荡在彝良县树林彝族苗族乡的山谷
间。当《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旋律响起，村
民李成学情不自禁地跟着节奏拍手：“虽
然我们苗族、彝族习惯不同，但这首歌让
大伙儿的心贴得更近了。”

“乌蒙石榴红”演出团活跃在昭通各
地，以文艺形式传递民族团结理念。演出
团精心编排的12个节目中，《民族团结·石
榴花红》用花灯艺术演绎多民族共生画
卷，《同心路》小品讲述党员干部带领各族
群众共同致富的感人故事，歌曲《把你的
手搭在我的肩上》唱出了各族群众友谊深
厚、团结奋进的风采。

近年来，昭通市多举措组织开展民族
团结进步宣传月系列活动，每年定期举办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开展“我们的
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圆中国梦”等系列文化惠民活动
6500 余场次，观众人数达 110 余万人次。
采取学习系列宣传报道、知识测试等形
式，发放宣传资料230余万份，投放公益广
告 6800余条次，受教育群众达 190余万人
次。精心培育“乌蒙石榴红”宣讲团和演
出团，融合党课宣讲、节目演出、节庆活动
等开展“讲”“演”宣传活动近 800场次，让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团结进
步理论政策“飞入寻常百姓家”。

此外，通过举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演讲比赛、“袁滋摩崖杯·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文学创作大赛、“中华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学术
研讨会等活动，形成了一批突出各民族交
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理论成果，
引导各族群众树牢“四个与共”理念、坚定

“五个认同”。
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

社会宣传教育的重要途径。昭通市积极
创新方法，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实践
路径，营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
会氛围。

在威信县龙溪社区，“4 点半课堂”为
各族儿童解决课后辅导难题，青年之家、
劳动就业服务站定期举办邻里节、文化节
等活动。社区党总支书记介绍：“我们通
过开展各种活动让不同民族居民从‘住在
一起’变成‘心在一起’。”

在社会宣传教育过程中，昭通市注重
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
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通过开展历
史文化教育，让各族群众了解中华民族悠
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认识到各民族共
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
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
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文化认同的根基，在于让历史可触
摸、让艺术可共鸣、让传统可亲近。昭通
市充分利用扎西会议纪念馆、罗炳辉将军
纪念馆、市博物馆、鲁甸地震纪念馆等5个
全国、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每年
向 200余万名游客讲好“袁滋题记摩崖石
刻”、“扎西会议”、“大国重器”（白鹤滩、溪
洛渡等水电站）、“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同护赤水河、共圆中国梦”等故事，引导
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民族观，树牢“四个
与共”理念。在公共场所设置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弘扬民族团结进步价值理
念的宣传牌、文化墙绘等，彰显“各族人民
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和睦相处，和衷共
济，和谐发展”的积极关系状态，营造各族
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感受到民族
团结进步的浓厚氛围。当每一个昭通人
都成为文化传承的“活载体”、乌蒙大地的
石榴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必将在创新的
土壤中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从豆沙关的袁滋题记摩崖石刻到全
网热播的苗剧视频，昭通市正以“沉浸式”
打破“说教式”，用“体验感”激活“认同
感 ”。多维度、创新性的宣传载体和宣传
教育模式，为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提供了实践样本。

在昭通市实验小学的足球场上，身着
各民族服饰的孩子们手挽手跳起《跃动“同
心圆”》，队形变换间勾勒出紧紧相拥的“石
榴籽”图案；永善县民族小学的各族师生走
进溪洛渡水电站，在“大国重器”的轰鸣中
感受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力量；校园走廊
里，学生创作的蜡染、书法作品对伟大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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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作可视可感的中华
文化符号……近年来，昭通市各级学校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课
程渗透、文化浸润、实践育人等创新举措，
引导各族青少年自觉维护民族团结。

“这学期我们班民族团结主题班会上，
老师用彝良罗炳辉将军的故事让我们明白
了‘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道
理。”昭通市民族中学马同学的笔记本上，
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思政课上的学习心得。

昭阳区第三小学党支部将民族政策
学习列为“三会一课”固定议题，党员教师
带头开发《民族团结故事汇》校本课程；威
信县开展“红色基因代代传”活动，组织学
生走访红军长征过昭通遗址，通过开展红
色教育，引导学生增强爱国情感，厚植爱
国情怀。

昭通全市中小学将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加大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示范学校创建力
度，79所学校被评为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学校，15所学校被评为省级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示范学校。2024 年和
2025 年共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品牌 7个。学校充分利用走廊、楼道
等空间，通过展示蜡染、绘画、书法、手工
艺品等学生作品，精心打造以“三个离不
开”“四个与共”“五个认同”为主题的走廊
文化和楼道文化，将体现民族大团结、大
融合的校园石刻、壁画有机嵌入在校园绿
化美化中，营造了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

同时，实行各族学生混合编班，让他
们一起生活、共同成长，促进相互了解、相
互包容、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实现广泛交

往交流交融。部分学校将大课间操创新
融入各民族舞蹈，唱响“在校园播下团结
种子、让祖国绽放和谐花”的主旋律；组织
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说课
征文比赛，强化师生民族团结理论知识，
全市师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著增强。

语言相通是人心相通的基础。在学
校教育中，昭通市构建起沟通心灵的“国
家通用语立交桥”，全面推进使用国家统
编教材，引导各族师生提高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应用能力，提升融入现代社会的能力
和竞争力。印发《关于在昭通市民族地区
进一步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实
施方案》，深入开展推普周活动，开展“童
语同音”学前教育教师普通话培训，组织
1100 余名教师参加全省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能力培训，提高教师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教学的能力水平。坚持把推广普及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纳入各级各类学
校年终考评。2024年，指导 299所学校完
成语言文字达标化建设工作，累计创建语
言文字规范化达标学校1080所、语言文字
普及村528个，11县（市、区）全部通过三类
城市语言文字规范化达标评估认定，普及
率达90%。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昭通市
每一所校园都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播种机，每一节课都成为团结之花的培育
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在一代
又一代各族青少年心中长成参天大树。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绝非阶段性活
动，而要成为常态化工作机制。”在 2025
年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培训班上，市民族宗
教事务局干部的观点引发共鸣。昭通市
正在构建三级教育网络：市级建立理论研
究专班、县级组建宣讲团、乡级培育“石榴
籽”宣传队。

建立健全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
育的常态化和长效机制，是推动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昭通市
经过不断努力，取得了积极成效：调整完
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领导民族工作
机制，建立民族工作委员制、民族工作协
调机制，每年至少召开 1 次联席会议，传
达学习政策文件、研究解决问题。严格落
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个纳入”
要求，坚持把民族工作纳入地方发展规
划、党委全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全面
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始终把民族
工作作为政治任务，2022 年以来，昭通市
委、市政府多次召开相关会议，分别对民
族宗教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定期召开市委
统战工作会议、市委民族工作会议，连续
4 年召开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推进会，
出台《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5 年规
划》《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30条意见》《加
强民族宗教工作的十条措施》等文件，全
面部署民族工作，推动民族工作落实落
地、见行见效。

昭通市的实践证明，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不是简单的要素叠加，而是在语言互通
中凝聚共识，在文化互鉴中深化认同，在
榜样互学中升华情感。这种立体建构的
教育创新实践，为多民族融居的昭通注入
了发展动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
聚了磅礴力量。

（本版图片由昭通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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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信县扎西会议会址旁，庄严肃穆的
扎西会议纪念馆迎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学
员，全息影像再现乌蒙回旋战的烽火硝烟，
学员们身临其境感受革命先辈的抉择时
刻，这是昭通市“请进来+走出去”双轨赋
能干部教育的生动写照。

“请进来”专家智库为干部教育注入专
业力量。在昭通市党政干部统战民宗工作
能力提升培训班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战略哲学研究室副主任、国家高端智库
专家郝栋，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马弋涵
等专家学者为学员作专题辅导，旨在提高
全市党政干部政策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
力，服务昭通高质量发展，促进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

中央民族大学严庆教授团队赴昭通开
展“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图谱”研究，指
导豆沙关历史挖掘，让干部们对本地多民
族交融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依据。

省级专家驻点扎西干部学院开发情景
党课，以生动鲜活的形式，将红色文化与干
部教育有机结合，让干部在情景体验中传
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昭通市组织干部
走出去学习先进经验，推动思想与行动同步
提升。2024年5月，昭通市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专题培训班在河北正定举办，80余
名市、县统战民宗干部及民族代表人士参
加，通过实地考察、交流研讨，学员们拓宽了
工作思路，为昭通市更好地开展民族工作带
回了宝贵经验。同月，昭通市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专题培训
班在广西社会主义学院举办，67名来自昭通
各相关单位的干部参加培训。

“过去处理民族事务常感理论底气不
足。”镇雄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干部杨涛坦
言，通过此次学习，下一步开展工作更有理
论支撑和方法指引。

“走出去”的方式让干部们跳出了昭通
看昭通，在比较中找差距，在学习中促提

升。通过学习发达地区的先进理念和做
法，干部们的思维得到了拓展，能力得到了
提升。昭阳区青岗岭回族彝族乡乐德古村
将乡村治理“积分制”纳入村规民约，有力
推动移风易俗、乡村建设与治理、民族团结
进步等不断焕发新气象。

在党员干部教育工作中，昭通市将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训纳入市委干部
教育年度培训计划，作为市委党校、扎西干
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课程设置的重要内
容，常态化开展学习宣传教育。开展“万名
党员进党校”培训971期，培训各级党员干
部23.53万人次。市委党校开发《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
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专题
2个，并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昭通市县
处级、乡科级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进修班”等主体班次中开展
授课，把能力提升作为深化基层民族宗教
工作质效的重要基础。组织11县（市、区）
和重点乡镇（街道）党委书记、市直有关部
门主要领导参加党政领导干部统战民宗能
力提升培训班。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宗教
事务局统一编制民族宗教理论政策宣讲提
纲，统一集中备课，对“关键少数”进行重点
辅导培训和分散式全员培训，落实市、县、
乡、村四级干部全覆盖学习新政策、新要
求。印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干部学
习教育口袋书、宣传折页等 40余万册，依
托市委党校、社会主义学院、扎西干部学院
举办专题培训班58期，培训学员6500余人
次，开展各级干部职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理论政策在线答题15万人次，各级
干部对党的民族创新理论政策和重点工作
知晓度和理解度不断提高。

在扎西干部学院的党建书屋里，学员
们翻阅着新编的《扎西会议时代价值研
究》，窗外是通往红军长征遗址的蜿蜒小
路。从“请进来”的理论筑基到“走出去”的
视野开拓，从红色富矿的活态传承到基层
治理的创新实践，昭通的党员干部教育双
轨模式，正为乌蒙大地的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当万名受训党员干部将“上海
经验”等播撒在乡村振兴一线时，一场静水
深流的变革已在乌蒙大地上悄然兴起。

▍党员干部教育：
双轨赋能育人才

▍社会宣传教育：
共绘团结“同心圆”

▍学校教育：
培育团结新苗

▍机制体制护航：
常态长效促发展

开展干部培训。

各民族学生集体生日会。

水富市博爱小学开展“中华民
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主题
班会。

举办主题展览。

开展民族团结主题教育活动。昭通市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巡回演出。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进学校。

在滇东北乌蒙山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正在如火如荼地
展开。昭通市通过建立健全常态化宣传教育机制，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纳入党员干部教育和学校教育，同时积极开展社会宣传教育，连续4年
成功举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宣传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