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这一党的创新理论，经历了从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
想认识和理论实践，到 1938 年毛泽东同志
《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命题，到 1982年邓小平提出把马
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
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的号召，再到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
会提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大众化”，直至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
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强调“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论断。2021年，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两个结合”的概念，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又
一次的思想解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魂脉是马克思主义，根脉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思想内涵持续深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中
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民族问
题、民族工作，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积极探索
适合我国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这

条道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
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开创，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进一步完善，在新时代形成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
重要思想，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
问题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和政策在内蒙古的
成功实践。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内蒙古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作为习近平总书记“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重大论断的首
次提出地，有其历史必然性。我们党根据我国
和内蒙古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民族理论，1947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
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为在我国实施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范例。这个伟大创
举，谱写了内蒙古历史发展的新篇章。1957年

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模范自治区”。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强调内蒙古自治区是党的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最早付诸实施的地方、是我国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的发源地、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区
宣告成立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国内
民族问题的成功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重要论述在对内蒙古工作指示中的创
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内蒙古各族
干部群众，高度重视内蒙古的建设发展。党
的十八大以来，在内蒙古参选十三届全国人
大代表，并 3次到内蒙古考察，5次参加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内蒙古代表团审议，多次就内
蒙古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在对内
蒙古工作指示中的创新发展，进一步丰富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
要思想。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工
作和民族地区工作规律性认识的进一步深

化，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工作
的进一步提升，是对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
质量发展的进一步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核心
要义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
作的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工作
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族理论建设的一次重大飞跃，是党的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创新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
是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
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内蒙古的今天是各
族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内蒙古的明天仍然
需要各族群众团结奋斗。内蒙古各族干部群
众，一定会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完成好习近平
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
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在新时代继续发挥模
范引领和示范作用，为党的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内蒙古篇章
□民族团结杂志社副社长、副总编 乌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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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探索未
知、揭示本源”为己任的考古工作则是展示和
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
作。内蒙古自治区地处祖国北疆，地域辽阔、

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丰富的文化资源与考古
发掘研究成果，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
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对
于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70多年来，内蒙古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
不懈努力，我们对边疆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
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考古发
掘与研究表明，内蒙古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
混居、融合的重要区域，春秋战国时期林胡、
楼烦、匈奴活跃于鄂尔多斯和阴山地带，其考
古文化特征除具备长城地带文化的共性外，
亦各有特点。随着游牧经济的确立与骑射兵
团的建立，中原地区秦、赵、燕等国北部压力
加重，自身改革动力渐强，尤其是赵武灵王胡
服骑射使国力增强，击破正处于部落联盟阶
段的林胡、楼烦并修筑了长城。与此同时，随

着匈奴部落的南扩，居于长城之内的林胡、楼
烦余部则融入农耕民族之中，遂设雁门郡楼
烦县安置部族余部；居于长城之外的林胡、楼
烦余部则纳入匈奴联盟，汉初“匈奴白羊、楼
烦王”的记载与阿鲁柴登、呼鲁斯太等墓地考
古发掘成果均印证了这一不断加速的融合过
程。至秦始皇统一中国，我国北方地区半农
半牧的经济形态已不复存在，农耕文明与游
牧文明二元并立形势初具规模，相互融合趋
于常态。

大量的重要考古发现，极大地增强了中
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对于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近几年
考古发掘的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小红城、鄂
托克前旗三段地、准格尔旗南梁圪旦等两汉
时期墓地，墓葬形制有土坑竖穴、土洞、砖洞
室和带高大封土堆的土洞砖室等，部分漆绘
的棺、椁葬具中原风格明显，以釉陶器、漆器、

模型陶明器等为代表的随葬器物体现出“汉
代大一统”的文化影响力，尤其是半两钱、五
铢钱、各式带钩、印章的出土，直接反映了秦
汉帝国在河套地区的经略。屹立于阴山之
巅、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错带上
的武川坝顶祭祀遗址，既有中原传统礼制建
筑形制，又具有北方游牧民族高山祭祀的特
征，自内而外的内室、内壕、内壝、外壝、外壕
等五部分组成的圆形建筑布局，内室内部形
制呈内方外圆且空间分隔为九室的建筑结
构，外圈围有双壕和双壝等建筑特征，融合了
汉魏以来明堂、辟雍、灵台等礼制建筑的因
素，既是鲜卑人群对华夏礼制的吸收与认同
的具体体现，又是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
之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见证。2019 年至
2023年，对清水河县后城咀石城进行了持续
性地考古发掘工作，目前已累计发掘5000平
方米，出土有玉、陶、石、骨等遗物，明确了后

城咀石城的三重防御体系、地下通道体系、高
等级建筑群、墓葬区的基本形态，为探索河套
地区龙山时代社会复杂化进程、人群的聚合
及中国古代城市建制源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
考古学材料。

文物是打开历史记忆的钥匙，认识历史
离不开考古学。内蒙古考古工作将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
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的重大论断，赓续中
华文明五千年连绵不绝、各民族紧密相拥的
文化根脉，以深入挖掘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文
化记忆为己任，全面拓展北疆文化研究的深
度和维度，紧紧围绕呼伦贝尔、西辽河流域、
北部草原、河套、阿拉善五大区域，尊重、保护
和传承各民族优秀文化，在差异、包容中实证
各民族文化交融发展，充分发挥考古实证的
独特作用，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考古力量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孙金松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难以自发形成——
需要培养、建构

从每个人的成长经历来看，我们一出生
便处在不同的共同体组合中，其中家庭共同
体、族类共同体、国家共同体是最为基本的组
合。家庭共同体是我们每个人的情感港湾，
家庭共同体是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的，人们
对于家庭共同体的认同是自然形成的。同
理，我们对所处族类共同体的认同，相当于是
对家庭认同的延伸和拓展，或者说人们的族
类群体认同也基本是自然形成的。但对于超
越家庭、族类群体的国家共同体而言，对其的
认同是难以自发形成的，需要培养、引导、建
构。将国家认同摆在第一位需要理性认知，
有时甚至需要克服国家共同体与族类共同
体、家庭共同体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

培养、引导、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
要存在 3个路径：其一，教育引导路径，也就
是通过施教者有目的告知、教导，让受教者接

收、接受教育传导的内容、价值与导向，比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干部教育、学校
教育、社会教育等形式；其二，实践生成路径，
也就是通过一定的行动，让行动参与者体验、
感悟、生成共同体意识，比如各民族共同应对
公共卫生事件、共同抵御自然灾害、共同参与
对口支援项目等；其三，氛围营造感染路径，也
就是通过营造“铸牢”的社会舆论，通过掀起

“铸牢”的社会风尚，让每个人感受其中，自然
而然地参与其中，比如举办各种会议、加强各
种宣传，创设全社会“铸牢”的条件与氛围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立足本职
——做好主责主业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强调政治
归属和政治认同，是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
感，面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三个归属”强调
的是“我们是谁？”政治、社会、文化三个层面的
归属感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同于“美利坚民
族”“大和民族”的群体——“中华民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引
导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
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
同。“五个认同”强调的是“我们认同什么、珍
爱什么”，我们听谁的话、跟谁走，走什么样的
路。“五个认同”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纽带，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是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三个
意识”强调“我们做谁”，增强“三个意识”才能
做好国民、好公民，做守法的好的社会成员。

应该说，我们的本职工作、主责主业都与
“三个归属”“五个认同”“三个意识”紧密相
关。例如，一个政务大厅的工作人员能够精
心、耐心、细心地为各族群众服务，赢得群众
的赞许，赢得群众对我们的党和政府的认同，
就是在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
在贯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于
此，我们要做而知之，知而明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的综合
示范——好干部、好典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重点、
基点、难点都在基层，对于各民族群众而言，
大家最在乎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是否能够得
到保障、基层的民生福祉是否不断增量。

在基层，除了开展各种有形有感有效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更要注意发
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格化个体的榜样效
应、感染效应、教育引导效应。

懂群众心理、懂群众语言、懂沟通技巧、
会化解矛盾、会调处纠纷、会主动服务、会宣
传发动、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好干部，身边
的道德模范、感动中国人物、最美人物、时代
楷模、榜样少年等均是“三个归属”“五个认
同”“三个意识”相关要素的人格化个体，都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个体样本”。基
层群众通过感受身边好干部、好典型带来的
温暖、关爱与正能量，来感受他们所负载的、

所映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的
先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
进而通过认同、赞许、学习好干部和好典型而
感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相比于说教，人们更容易模仿身
边活生生的榜样。

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严庆

6月 6日，内蒙古自治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论述研讨会
在呼和浩特召开。会上，为郝时远等10名专家颁发了自治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智库专家聘书，
刘宝明、乌小花、严庆、孙金松4位专家作主旨发言。以下为发言摘登。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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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深悟透新论断 加快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
□中央民族干部学院教授 刘宝明

2023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
察时，首次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
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重大论断。这是内蒙古
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发展史上继最早建立
党组织的民族地区、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的最早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守望
相助”中华民族大家庭家风的科学内涵之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心做好民族工作”重大
要求之地、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作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庄严承诺
之地后的又一重大标志性事件，进一步彰显
了内蒙古自治区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中的
特殊地位。我们要学深悟透这一重大论断的
丰富内涵，把握其实践要求，加快全方位建设
模范自治区。

学深悟透新论断，加快全方位建设模范
自治区，就要深刻认识和把握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提出的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
处于关键期，党的民族工作处于新的历史方
位，民族工作形势任务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
征：中华民族距离伟大复兴目标之近前所未
有、中华民族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风险挑战之
多之大前所未有、民族工作任务艰巨繁重前
所未有。党的民族工作必须紧紧着眼于巩固
和深化中华民族大团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学深悟透新论断，加快全方位建设模范
自治区，就要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中的核心地位。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
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出的根本要求，是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的核心要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是新时代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
正确道路的根本要求和集中体现，是新时代党
的民族工作全部理论与实践的立足点。

学深悟透新论断，加快全方位建设模范
自治区，就要深刻感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思想伟力。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科学回答了民族工作的时代之问，鲜明
标注了党的民族工作根本前进方向，开辟了
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
关系的新境界，从根本上确立了正确评价民
族工作成败得失的科学标准，极大拓展了中
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内涵，为新
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学深悟透新论断，加快全方位建设模范
自治区，就要不断树牢“主线”意识，赋予内蒙
古一切工作以“三个意义”。把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作为内蒙古一切工作的立足点。

从全国的角度看，内蒙古的一切工作都是民
族工作，内蒙古的一切工作都要着眼于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建设模范自
治区，核心是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模范区，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
到内蒙古一切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全方
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与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
蒙古新篇章是一体两面，全方位建设模范自
治区的过程，就是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
新篇章的过程；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的目
标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就写
成了。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考
量内蒙古工作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确保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
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都严格对标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要求，确保赋予内蒙古所有工
作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两个主线”重大论断提出一年来，内蒙
古自治区以最高的政治自觉、最高的实践标准

深抓贯彻落实，内蒙古大地发生一系列新变
化，各族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热
情进一步高涨，“六句话的事实和道理”进一步
深入人心，各族干部群众主动投身办好两件大
事，团结奋进新征程的热情进一步激发，全方
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的成效全面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