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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8 日电 中 共 中 央

政治局 10月 27日下午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进行第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 近 平 在 主 持 学 习 时 强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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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部署，

准确把握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

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不断加强和改

进党的民族工作，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所长王延中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

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讲

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了重要

讲话。他指出，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共同

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伟大的

中华民族。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

民族工作，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们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

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

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鲜明提出把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

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形成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

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

代化新境界，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

成就。

习近平强调，党的二十大以后，全国各族

人民迈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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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民族工作面

临新的形势和任务。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我们要大力促

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凝聚磅礴力量；要全面实现各民族共同繁

荣发展，让各族人民共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的伟大荣光。

习近平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

系。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

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

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

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要优化学科设

置，加强学科建设，把准研究方向，深化中华

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形成

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

体系、理论体系。注重激发广大专家学者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强青年专家学者的

培养，为他们把好方向、搭建平台、创造机会，

鼓励他们潜心钻研、厚积薄发，推出立足中国

历史、解读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的原创性

理论成果。

习近平强调，要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

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

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

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

精神和文化基础。要面向各族群众加强党

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加强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

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用共同理想信念凝心

铸 魂 ，深 入 培 育 和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深入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大力弘扬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

认 同 感 和 自 豪 感 ，振 奋 各 族 人 民 奋 进 新 征

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实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研究和挖掘中华传统

文化的优秀基因和时代价值，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繁荣发

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和运用中华文化

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的表达

体系，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

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推行

使用国家统编教材，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

通、命运相通。

习近平指出，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

交 融 ，以 中 华 民 族 大 团 结 促 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进程，必然是各民

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必然是各民族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过程。必须

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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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要推进

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

和社区环境，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

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持续深化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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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促

进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各族群众。坚持和完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健全民族政策和法律法

规体系，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习近平强调，要讲好中华民族故事，大力

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大力宣传中华

民族的历史，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

大力宣传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同世界各国人民携

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创新涉

民族宣传的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拓宽传

播渠道，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讲清楚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各

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可靠保障，讲清楚中华

民族是具有强大认同度和凝聚力的命运共同

体，讲清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

路所具有的明显优越性。积极推动中外学术

界、民间团体交流互动。

习近平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是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

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的各项方针

政策，及时研究解决本地区本单位涉及民族

工作的重大问题。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

贯彻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

想，提高做好民族工作的本领，为推进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作出应有贡献。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8 日电 国 家

副主席韩正 27 日在北京出席太湖世界

文化论坛第七届年会并致辞。

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文明

交流互鉴。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10 周年、提出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 10 周年。10 年间，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

国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开辟了一条交流互鉴的文明之路。

今年 3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重视文明传

承和创新。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方致

力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

韩正指出，历史的发展、社会的繁

盛、人类的进步，都离不开文明的滋养

和引领。在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

连的今天，文明交流互鉴越来越成为增

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

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韩正提出四点倡议。一要尊重文

明发展的多样性。文明各有差异，但没

有高下、优劣之分。要坚持文明平等、

互鉴、对话、包容，促进不同文明相互学

习 和 理 解 。 二 要 弘 扬 全 人 类 共 同 价

值。不同文明的发展历程、蕴含基因各

有不同，但在共同价值追求上有诸多相

通之处。要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

的认识，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

于人。三要推动文明传承与创新。任

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

代精华。中国式现代化就是文明更新

的结果，是赓续古老中华文明的现代

化。要尊重人民创造，推动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四要加强

文明交流合作。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

好的载体。要创造更多机会和更好条

件，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最大程度

凝聚各国人民共识。

本届太湖世界文化论坛年会以“文

明互鉴：共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主题，

旨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合作、不同文明

互学互鉴。多国政要、国际组织代表、

专家学者等近千人与会。

韩 正 出 席 太 湖 世 界 文 化 论 坛 第 七 届 年 会 并 致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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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全面
贯彻党的二十大部署，准确把握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
各项工作的主线，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民族
工作，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鲜明提出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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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族地区
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形成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开辟了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党的二十大以后，全国各族人民迈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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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民族工作面临
新的形势和任务。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我们要大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为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凝聚磅礴力量；要全面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让各族人民共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
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

要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
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

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进程，必然是各民族广泛
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必然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过程。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把推动各民族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

要讲好中华民族故事，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大力宣传中华民族的历史，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大力
宣传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及时研究解决本地区本单位
涉及民族工作的重大问题。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高做好民族工作
的本领，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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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 月 28 日电 （记者邱

超奕）记者近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前

9 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022 万人，就

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就业优先政策深入实施。1 至 9 月

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

费率、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等政

策，为企业减少成本 1419 亿元，支出就

业补助资金 809 亿元。

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持续加强。实

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

动，帮助未就业毕业生尽早就业；组织

实施“三支一扶”计划，共招募 4.2 万名

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举办劳务协作

暨劳务品牌发展大会，开展防止返贫就

业攻坚行动。截至 9 月底，脱贫人口务

工规模达到 3297 万人。

职业技能培训扎实开展。突出高

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等重点群

体，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至 9月

发放职业培训券 899 万张，延续实施技

能提升补贴政策，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

培训 1300 多万人次。

就业服务不断优化。接续推出民

营企业服务月等活动，优化重点企业用

工服务保障，1 至 9 月为 7 万余家重点企

业解决用工需求 162 万余人。

前 9月城镇新增就业 1022 万人
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新数据 新看点

10 月 28 日，杭州第 4 届亚洲

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隆重举行。

在动人的旋律和美好的祝福中，

杭州亚残运会圆满落下帷幕。

两个亚运，同样精彩。在过

去 7 天里，浙江省和杭州市按照

“简约、安全、精彩”办赛要求，坚

持与亚运会一样的标准、一样的

服务、一样的状态，高水平做好赛

事组织和赛会保障，向世界奉献

了一场“阳光、和谐、自强、共享”

的亚残运会。从秉持“遵守惯例、

标准统一、尊重个性、注重细节”

原则打造亚残运村，到用 10 天时

间完成竞赛场馆的顺利转换；从

全面更新城市各项公共设施的无

障碍环境，到提供无微不至的志

愿服务……每一项工作、每一处

细 节 ，都 体 现 了“ 以 运 动 员 为 中

心”。杭州亚残运会的圆满成功，

在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史上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亚残奥委

员 会 主 席 马 吉 德·拉 什 德 所 说 ：

“我参加过许多残疾人运动会，我

认为杭州亚残运会将是有史以来

最好的一届。”

最是拼搏动人心。赛场上，轮

椅击剑运动员比赛时，需要把轮椅

固定在可调节轨道的框架上；盲人

门球运动员需要通过听声辨位决

定自身运动方向；举重运动员需要

躺着用双手举起杠铃……面对常

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参赛残疾人

运动员毫不畏惧，迎难而上，不断

实现自我超越。他们全力以赴的

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激励着更

多人昂扬奋发、勇敢逐梦。本届

亚残运会上，中国残疾人体育代

表团实现了“四连冠”，并取得了

历史最好成绩，为祖国和人民赢

得了荣誉。中国残疾人运动员自

强不息、团结拼搏，奏响了坚韧不

屈、乐观进取的生命凯歌，充分展

现了新时代中国残疾人的精神风

貌，也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杭州亚残运会不仅展现体育竞技，也促进包容、共融和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运用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世界互联网

大会等窗口加强文化交流传播”。亚残运会火炬在杭州市“三

江两岸”依次传递，尽展浙江“诗路文化”的独特风情。开幕式

上，残疾人运动员用智能仿生手臂点燃主火炬，彰显科技与人

文的融合。赛场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既相互竞

争，也彼此鼓励。杭州亚残运会的圆满成功，进一步增进了亚

洲人民间的友谊，也把和平、团结、包容的种子播撒在更多人

心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

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宏伟蓝图，对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

全面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以杭州亚残运会为契机，进一步

增进社会各界对残疾人体育和残疾人事业的认识，让“平等、

融合、共享”的价值导向更加深入人心，让全社会尊重、理解、

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氛围更加浓厚，定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更好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不断创造残疾人更加幸福

美好的生活。中国将始终高扬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以

残疾人体育交流合作描绘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壮丽画卷，积

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澎湃的体育激情与不屈的生命意志相遇，无惧挑战的

生命之美熠熠生辉。杭州亚残运会给人们留下难忘的记忆，

也开启新的篇章。让我们携手同心筑梦、共绘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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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中国海油发布消息，在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的鄂尔多斯盆地东缘 2000米地层发现千亿方

深煤层气田——神府深煤层大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超 1100 亿立方米。大气田煤层主要埋深

2000米左右，每吨煤平均含气量达 15立方米。该发现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图为

神府深煤层大气田钻机作业现场。 本报记者 冉永平 丁怡婷文 罗 彪摄（人民视觉）

我国发现千亿方
深 煤 层 气 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