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要闻 22 2024年 6月 19日 星期三

端午假期，位于北京的民族文化

宫游人如织。代表史前文化大交流

成果的马家窑陶壶、出土自新疆的铜

币、元朝发行的纸币实物中统元宝

交钞……一件件文物从历史深处走

来，记录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历史，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观赏。

“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

命运与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留言簿上，一句句朴

实真挚的话语，诉说着对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深刻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

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

量之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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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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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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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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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认同”不断增强

走进群山环抱的西藏隆子县

玉麦乡，一栋栋漂亮的住宅矗立

乡间。

玉麦乡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

自然条件恶劣。30 多年前，年轻的卓嘎扛起玉麦

乡乡长的担子，从此数十年如一日，以放牧、巡逻

的方式守护着数千平方公里的国土。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这是卓嘎对祖国最澄

澈的爱。如今的玉麦，道路畅通，屋舍俨然，群众

生活幸福。“日子好了，更要听党话跟党走，当好神

圣国土的守护者。有国才能有家，祖国疆域上的

一草一木，我们都要看好守好！”卓嘎说。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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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深入

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和重大

意义。以此为指引，新时代民族工作向纵深推进。

——将“中华民族”写入宪法，将“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写入新修订的地方各级人大和政

府组织法，推动多个省区市制定民族团结进步条

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逐步纳入法治

化轨道。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

材、进课堂、进评价体系，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教育融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之

中，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

华民族形象、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文化

浸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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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的认同不断增强。

“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

陶罐，和东北地区红山文化出土的陶罐有什么相

同和不同？”西南民族大学的课堂上，中华民族共

同体学院教师龚梦川提出的问题引人深思。通过

对比不同地区陶罐花纹，学生们直观认识到不同

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进一步理解了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随着今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出版发

行，西南民族大学教师创新教学形式，让学生切实

感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脉络、丰富内涵和实

践路径。“我们要切实开展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教育，有效引导学生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龚梦川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部门围绕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制定政策规划，加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教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建设，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更加热爱、更加自豪、

更加自信，各族群众“五个认同”不断增强，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共同
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大米粑粑制作体验、点篝火、打歌……夏日

里，云南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中寨司莫拉佤族村

里游人熙熙攘攘，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这里感

受民族风情、体验民俗文化。

“司莫拉”在佤语中意为“幸福的地方”，但这

里曾经却是“看寨不是寨，茅草垒成堆；夏恐屋漏

雨，冬怕寒风吹”。“后来，经过‘草改瓦’、危房改造、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等，我们的佤族群众住上了宽

敞又舒适的房子。”清水镇副镇长、三家村党总支书

记赵家清见证了司莫拉佤族村的蜕变，“在中央财

政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的支持下，这些年我们还加

强了村内道路硬化，建起了大米粑粑加工厂，村民

们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村子越来越好。”

司莫拉的巨大变化，是广大民族地区飞速发

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国改革发

展全局中更加突出的位置，出台

的政策措施之密集、扶持的力度

之大前所未有。

大凉山间，坚固的钢梯铺就

悬崖村的“神奇天路”；彩云之南，

民族地区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具

备条件建制村通客车；贺兰山下，

百万移民挪出了穷窝、换掉了穷

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

亲切关怀下，民族地区着眼民生福

祉、致力民生改善，不断加大投资

力度、补齐民生短板。中央财政累

计安排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741 亿

元，重点推进兴边富民行动、民族

村寨保护与发展、民族手工业等特

色产业发展等项目……随着一项

项扶持政策和资金项目落实落地，

民族地区 3121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420 个位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贫

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发展的内生

动力显著增强，各族群众的生产

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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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蒙古这片热土上，曾经

发生过诸多民族团结的动人佳话：

‘三千孤儿入内蒙’‘各族人民建包

钢’……”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

的氧心森林浴道景区，导游芦旺正

带着游客在中华文化育道上行进。

阿尔山地处祖国北疆，林业资

源丰富。2012 年“挂锯停斧”后，许

多伐木人实现了向“护木人”的转

变，越来越多人端上了生态饭碗。

在阿尔山，民族团结标识与旅游景

区、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让游客在

沉浸式体验中深深感受到“东西南

北相承一脉、中华一家其乐融融”

的浓厚氛围。

中 华 民 族 一 家 亲 ，同 心 共 筑

中国梦，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

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进入新时代，民族地区经

济实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极大改善，民族文化繁荣

发展，生态环境根本好转，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历史性成就，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各民族携手并进，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
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
一起，中华民族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

球场上角逐激烈、活力四射，观众席上锣鼓喧

天、欢呼不断。这个夏日，在贵州台江县台盘村，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同心畅

享”系列活动——民族团结“村 BA”篮球邀请赛正

火热举行。

比赛间隙，民族歌舞、流行歌曲等表演轮番登

场，精彩纷呈、引人入胜。各个民族的参赛球员们

在球场上一起拼搏、挥洒汗水，来自全国各地的宾

客共聚一堂、其乐融融。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团结凝聚、

共同奋进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

坚强领导下，各地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

构和社区环境，从居住生活、工作学习、文化娱乐

等日常环节入手，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

良好条件，各族群众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有序流

动，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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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嫂子最近有什么困难吗？需要什么帮

助尽管开口跟我讲。”近日，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

孜自治州消防救援支队干部陈飞又一次来到了结

亲户乃司丁·克里木家中。唠家常、话情谊、谈发

展，他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

在新疆，“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联谊

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2019 年，陈飞与乃司丁·
克里木结对认亲，在相互关心、往来互助中建立了

深厚的感情。“我们都是一家人，要一代代相亲相

爱下去。”乃司丁·克里木说。

中华一家，情深意长。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

发展的动人场景，在全国各地处处可见。在四通

八达的铁路网络上，几十对公益性慢火车开行，重

点面向民族地区、偏远地区，保障了各族群众工作

出行、求医问诊、走亲访友等需求；在云南大理洱

源县郑家庄，汉、白、彝、藏、纳西、傣、傈僳 7 个民族

170 多户人家和谐共居，各族群众手足相亲……

2012 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命名 2055 个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民族团结进步已经拓展到企

业、乡村、机关、社区、学校等。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认同

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主题文化活动”深入开展，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通俗易懂的形式推动各民族文化更加创新交

融；全国各族少年儿童在“六一”之际参加“石榴籽

祖国行”主题队日、“向国旗敬礼”等系列活动；全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搭建起各民族展示风

貌、交流互鉴、情感交融的舞台……近年来，随着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持续深入，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越铸越牢。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

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中华民族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中华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也必将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

实现。新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凝心聚力，

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向着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宏伟

目标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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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埔军校建校 100周年暨黄埔军校同学会

成立 4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充分肯定黄埔

军校的历史功绩和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积极贡献，

深刻阐明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

任务，对海内外黄埔同学及亲属提出殷切期望，

为做好新时代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提供了根本

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饱含亲切关怀与殷切

期望，令广大海内外黄埔同学及亲属倍感温暖

振奋，深受鼓舞激励。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

总书记贺信精神为指引，传承弘扬“爱国、革命”

的黄埔精神，勇担时代重任，坚定反“独”促统，

共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同心共圆中国梦

广泛凝心聚力。

“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黄埔军校的历史

功绩，始终心系海内外黄埔同学及亲属，贺信饱

含深情、高屋建瓴、内涵深刻、意蕴深远，充分体

现了党中央对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的高度重视

和对黄埔同学及亲属的亲切关怀，为黄埔军校

同学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黄埔军校同学会

副会长陈知庶说。

陈知庶是黄埔军校一期生陈赓之子。他表

示，一批批热血青年踏入黄埔军校大门，用鲜血

诠释民族大义、浩然正气，用生命铸就“爱国、革

命”的黄埔精神。黄埔军校和黄埔精神，是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是广大

黄埔同学及亲属共有的光荣记忆，也是两岸同胞

共同的宝贵财富和情感纽带。习近平总书记的

贺 信 精 神 极 大 鼓 舞 激 励 了 广 大 黄 埔 同 学 及

亲 属，大家将更好团结起来，致力于推进祖国

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贺信字字发自肺腑，情深意切，让人深受

教育和鼓舞，也为我们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

第 一 时 间 聆 听 贺 信 ，上 海 市 黄 埔 军 校 同 学 会

会长周亚军深感振奋。他表示，我们一定牢记

总书记殷殷嘱托，进一步广泛凝聚黄埔同学及

亲属，深化两岸黄埔组织交流，密切两岸民间、

基层及青年交往。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贺 信 中 高 度 评 价 黄 埔

军校历史功绩，作为黄埔后代的我深受感动。”

台湾青年沈杰的曾祖父是黄埔军校六期学员。

他 说 ，黄 埔 精 神 内 核 之 一 就 是 始 终 将 国 家 和

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爱国精神。“黄埔军校是

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是联结两岸人民情感的

重要纽带。”

沈杰在北京从事律师工作，多年积极参与

两岸交流活动。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

黄 埔 军 校 同 学 会 的 积 极 贡 献 ，对 海 内 外 黄 埔

同 学及亲属提出殷切期望，大家深受鼓舞，更

深感重任在肩。作为黄埔后人，要牢记先辈志

向，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积极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投身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为推进强国建设、完成国家统一贡

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谈到‘爱国、革命’

的黄埔精神，两岸黄埔子弟深有感触。”台湾

中 华 黄 埔 亲 友 联 谊 会 常 务 副 会 长 兼 秘 书 长

徐 正文的父亲是黄埔军校十二期学员，从小对

黄埔精神耳濡目染。“父辈一直告诉我们，为了

百姓福祉，要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要求我们以

行动传承黄埔精神。”

近年来，徐正文不惧民进党当局打压，身体

力行，克服困难，用情用力参与两岸交流合作。

“身为黄埔子弟，我们肩负重要责任使命。”他表

示，将继续传承弘扬黄埔精神，团结两岸同胞携

手推进两岸和平统一，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光荣梦想。

“当年，父辈们为抗击日本侵略，团结一致，

保卫祖国。今天，作为当代中华儿女，我们应继

承先辈精神，不遗余力促进祖国统一、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荣

誉主席、黄埔军校教官张治中之女张素久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将激励海内外黄埔

同学及亲属共担时代重任，为民族复兴伟业作

出应有的贡献。

岁月荏苒，沧海桑田；百年黄埔，初心不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几代黄埔师生

的 毕 生 夙 愿 ，更 是 包 括 台 湾 同 胞 在 内 的 全 体

中 华儿女的共同愿望。”陈知庶表示，我们要

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精神转化为坚定

反“独”促统的强大动力，继承黄埔先辈追求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宏图大志，携手同心、矢

志不渝做黄埔精神的传承者，坚定信心、众志成

城做民族复兴的参与者，共同推进祖国统一，努

力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推向前进。

（新华社北京 6月 18日电）

坚定反“独”促统，凝心聚力共圆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贺信令广大黄埔同学及亲属深受鼓舞

新华社记者

6 月 18 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推动高

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有关负

责同志介绍水利事业相关情况。

水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支撑和重

要带动力量。水利部副部长陈敏介绍，水利部

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统筹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保护，坚定不移深化水利改革，增强

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加快形成城乡一体、互联
互通的国家水网体系

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

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建设目标，水利部

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

加快完善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南水

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 729 亿立方

米，成为沿线 44 座大中城市的重要水源，直接

受益人口达到 1.76 亿。开工建设引江补汉工

程，深化西线工程和东线后续工程前期工作，推

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

加快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 2022 年以

来，引江济淮、引汉济渭、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

置等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水工程建成

通水；黑龙江林海水库、重庆向阳水库、云南桃

源水库等 26 项大型水网调蓄结点工程开工。

水利部总规划师吴文庆介绍，水利部统筹

推进省、市、县级水网规划建设。省级水网建设

规划全部批复实施，72%的市级、40%的县级水

网建设规划编制完成；启动省、市、县水网先导

区建设，以水网先导区带动各层级水网建设；推

动各层级水网协同融合，加强水网与相关产业

协同发展，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加快形成城乡一

体、互联互通的国家水网体系，有力支撑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前 5 个月全国落实水利建设投资 9246 亿

元，同比增加 2743 亿元，增幅达 42%。实施水

利项目 3.4 万个，比去年同期增长 22.5%，特别

是总投资 1亿元以上的水利项目新开工 1340个，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52%。

开展修复 88条（个）母亲河（湖）

水利部高度重视河湖生态环境保护，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持续深化建构河流伦

理，深入开展母亲河复苏行动，在全国层面选择

88 条（个）母亲河（湖）开展修复工作，通过“一

河一策”“一湖一策”保护修复。

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司长于琪洋介绍，切

实保障河湖生态流量，全国跨省份重要江河生

态流量保障体系全面建立，河湖生态用水保障

程度得到大幅度提高；持续加强地下水超采综

合治理，华北地区特别是京津冀地区，2023 年

同 2020年相比，浅层地下水水位平均回升 2.71米，

深层承压水水位平均回升 6.42 米。“下一步，水

利部将继续加大河湖保护修复力度，扎实推进

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强

化水资源优化配置和统一调度，持续实施河湖

生态补水，提高河湖生态流量的保障程度，推进

河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于琪洋说。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超 90%

农村供水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

关。水利部持续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优先

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因地制

宜对小型供水工程进行规范化建设和改造。今

年已落实农村供水工程建设资金 728 亿元，完工

农村供水工程 3500 多处，提升 1751 万农村人口

供水保障水平，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0%以上。

大中型灌区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主战

场。水利部高度重视大中型灌区建设和改造，

不断夯实粮食安全的水利根基。“十四五”期间，

安排中央资金 2000 亿元，对 2500 多处大中型灌

区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造，不断完善灌排工程

体系。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司长陈明忠介

绍，我国耕地灌溉面积达到 10.55 亿亩，生产了

77%的粮食和 90%以上的经济作物。

大力推动农业节水灌溉。我国农业用水量

占总用水量的 62%，是节水潜力所在。水利部坚

持节水优先，以水定地，强化取水许可，严格用水

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大力推动灌区节水改造；

以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为“牛鼻子”，创新灌区投融

资体制机制，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到 2023 年

底，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0.576。
今年 5 月 1 日，我国首部节约用水的行政法

规《节约用水条例》施行。于琪洋介绍，我国对

直接从江河湖泊地下取水实行取水许可管理，

全面推行取水许可电子证照管理，已发放 63 万

套取水许可电子证照；开展取用水管理专项整

治行动，摸清全国各类取水口情况，加快取水监

测计量体系建设，全国规模以上取水在线计量

率达到 88%。

省级水网建设规划全部批复实施
本报记者 王 浩

■推动高质量发展·权威发布R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近年来坚持生态优先，实行林长制、河长制，开展植树造林、太行山绿化、农村污水处理等工程，85 平方公里的湿地，吸引青

头潜鸭、黑鹳等保护动物前来栖息。图为 6 月 15 日于平山县李家庄村拍摄的岗南水库一角。

本报记者 雷 声摄

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