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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维度 “聚焦两个打造”推动共享

经济维度 “赋予三个意义”促进共融

社会维度 “建立五项机制”完善共治

心理维度 “实施三项工程”凝聚共识

石榴花开，硕果迎枝。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包头市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坚持高位推动、加强统筹规划、积极拓展渠道，从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维度全方位嵌入，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升级版，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就。

4
责任编辑:张晓 版式策划：刘文强 制图：刘文强

2023年1月2日 星期一 / 包头 /

实施党员干部示范工程。在党
校、行政学院开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课程，占总课时比例不低于
10%。举办县级干部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专题培训班、创建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培训班等专题培
训班 8 期，党员干部参加相关培训
17.7 万人次。筹建“红石榴民族工作
专家组”和“红石榴宣讲团”，用好用活

“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
“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红色资源，在 17
个市级以上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
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
育，各类参观学习近 100万人。

实施各族群众强基工程。创新
宣传方式，首家录制《中央民族工作
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有声书，在

“学习强国”平台展播，让党的民族理
论政策更广泛地传播到千家万户。
培育选树全国第十批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单位 2个、自治区第八批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单位 13 个、自治区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20 个、个人 31
名，召开全市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
会，表彰全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40 个、个人 60 名，以示范引领不断
凝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
理共识。

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创新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名师示
范课、教学资源库和教学案例，制作

“石榴籽小课堂”栏目及微视频、动
漫、图文推送等主题产品，开展全市
教育系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上一堂课”专题培训以及“共争
石榴籽”活动，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
材，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
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教育、党的民族
理论政策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引
导各族青少年学生自觉做民族团结
进步的传承者和践行者。

从从““五个维度五个维度””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升级版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升级版
□吕学先

——包头市民族工作综述

区域层面，立足资源禀赋，深化
“齐心协力建包钢”“军民融合护团结”
“北梁安居促三交”“红色革命聚共识”
“历史古韵凝人心”“两个屏障保安宁”
创建主题，分类重点打造 371个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精品示范单位，以点串
线、以线连片、以片扩面，升级“黄河文
化示范带”“现代化示范带”“红色文化
示范带”“守边固边兴边示范带”4个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廊带，打造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升级版。

社会层面，结合传统节假日和各

民族风俗习惯，举办第 9届文化旅游
节暨第 32届那达慕大会、“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文创大赛、学习
强国达人挑战赛、征文比赛，组织鹿
城读书节活动、社会科学普及活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音乐会等
群众性主题宣传活动，不断增进各族
群众的“五个认同”。

网络层面，紧跟新时代宣传方
式，打造“端、网、微、视、报、屏”六位
一体宣传矩阵，在主流媒体上开通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专栏 12

个，重点报道 300 余篇，阅读量超 11
万，推出原创短视频 18个，总观看量
超50万。充分利用新媒体资源，开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微课堂、
“红石榴”直播间，开展“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线上答题等活动，共
计参与60余万人次。全网推送《民族
团结润心田 各族儿女心连心 我市
各族群众携手共建美好家园》等民族
团结进步主题视频、文章 2.4万条，点
击量累计上千万次，民族团结进步的
正能量充盈网络空间。

坚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三个
意义”，全面落实各级各类扶持优惠政
策，积极培育壮大产业化龙头企业，
着力推动农牧业设施提档升级。实
施 7 个牧场建设项目，召开“抓发展
促民族团结”政银企座谈会，为 10
家民贸民品企业争取上级贷款贴息
资金 1270 万元，助力打造“包你满
意”营商环境品牌。开展驻村帮扶、
定点帮扶以及万企兴万村行动，争

取各级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 3706
万元，组织实施 81 个项目，着力解
决各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困难和问题。

深入持久开展固边兴边富民行
动，印发《新时代支持达茂边境地区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推动创建
固边兴边富民中心城镇建设试点，
累计争取边境地区转移支付 2.26 亿
元，升级交通网络，加强口岸跨境基

础设施建设，发展边境特色旅游产
业，打造红色旅游品牌，培育壮大新
能源产业，打造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
和万只肉羊、千头肉牛标准化养殖基
地，实施百万头生猪养殖、牛羊屠宰
深加工等项目，推动“达茂草原羊”

“达茂牛羊肉”列入自治区地理标志
运用促进项目，有力推进边境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推动各族群众共同走
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立组织调度机制。成立党政主
要领导“双挂帅”的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各旗县区、专项工作组均成立相应
的创建工作机构，各街镇（苏木）配备
专（兼）职工作人员，社区（村、嘎查）民
族工作助理员共计907人，构建起市、
旗县区、街镇（苏木）、社区（村、嘎查）

“四级联动”创建体系，形成了齐抓共
管、合力共坚的工作格局。

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召开全市
创 建 全 国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示 范 市 推
进会、全市创建工作调度会、民委
委员全体会议等全市性会议，进一
步压实责任。持续深化“抓专项、
专项抓”经验做法，以组织召开联
席 会 议 的 方 式 ，定 期 听 取 重 点 部
门、相关地区工作汇报，进一步统
一思想认识、强化内外协作，不断
推 动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创 建 工 作 规 范

化、科学化、精准化。
建立专项推进机制。市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进机
关”“进企业”“进社区”“进苏木乡镇”

“进学校”“进连队”“进宗教活动场
所”“进网络”等民族团结进步专项
推进组，分别负责各领域市级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指导各旗县区、
稀土高新区相关专项组工作，条块
结 合 ，确 保 创 建 工 作 有 抓手、有平
台、有支撑。

建立提示督办机制。印发《包头
市抓党建促民族团结进步达标示范
行动（2022-2024 年）实施方案》《包
头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实施方案测评指标细则》等文件，将
国家民委测评指标 6 大类 21 个部分
分解成 72项 262条具体任务，分 5组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常态化督导

检查，梳理问题200余条，给相关地区
部门发工作提示函60多个，推动创建
工作落细落实。同时，市人大对“固
边兴边富民”和《内蒙古自治区促进
民族团结进步条例》执行情况开展执
法检查，市政协对创建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市开展调研视察，进一步推
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建立综合保障机制。通过“政
府+行业+社会组织+群众”共同发
力，培育“红石榴”系列品牌，组建“红
石榴志愿服务联盟”和 30支“红石榴
志愿服务队”，成立“红石榴流动人口
服务中心”，打造“红石榴家园”70个、

“红石榴文化大院”20个、“红石榴创业
就业培训室”20个，从不同角度满足各
族群众吃、住、行等方面的需求，打通
服务群众最后一米，不断提升各族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围绕打造更多政治性强、内涵丰
富、意蕴厚重、接受度高的中华文化符
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打造一批具有中
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
合现代文明的舞台艺术作品、影视作
品、书画作品等，引导各族群众提高对
中华文化的认同，不断增强中华民族
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深入宣传“齐心协力建包钢”“三
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佳话和“草原英
雄小姐妹”的英雄故事，创作推出话剧
《为正义辩护》、漫瀚剧《都贵玛》、纪

录片《草原追梦》等一批文艺作品，
展现全市各族群众“一起走过”的历
史画卷、“一起生活”的现实经历、

“一起实现”的发展成果。保护和传
承 各 民 族 共 创 的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成功举办第 19 届民族音乐会、

“喜迎二十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 识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创 建 工 作 成 果
展”“艾不盖颂”金秋诗歌会等品牌
活动和群众性主题文艺汇演、基层
文化惠民演出超过 300 场，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创

新和发展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
开展“习近平用典讲习会”宣讲活
动、“百姓百人百团”巡回宣讲活动、

“开学第一课”等 5200 多场，受众超
100 万人次，举办“全国第三届 21 世
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高端论坛”，
成立课题组，完成《抓党建促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调研报告》，《流动与互
嵌：包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
史与经验》荣获自治区统战理论政
策研究成果一等奖，一批理论创新
成果在实践中得到充分应用。

本社地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 邮政编码：010040 邮箱：qxxw2004@163.com 广告公司电话：（0471）6635799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471）6635955 广告许可证：内市监广登字［2020］01号 本报（呼和浩特）由内蒙古日报社印务中心承印

（本版图片均由包头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提供）

空间维度 “抓住三个层面”实现共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