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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中国精神”，是指新中国在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进程中体现

在精神层面的一种持久性的状态和特征。如果把新中国民族工作的伟大成就集中到一个点上，那就是铸就

了以追求真正的民族平等、精心维护各民族大团结和对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不懈奋斗为核心的促进民族

团结进步的“中国精神”。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中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

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中践行初心使命的重要体现。促进民族团

结进步的“中国精神”，既是观察和评价新中国民族工作理念和民族政策实践成效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

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民族工作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据所在。促进民族团

结进步的“中国精神”，是新中国的伟大创造，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力量所在和希望所在。深刻认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中国精神”的丰富内涵、形成原因和重大

意义，有利于正确认识新中国民族工作光辉历程、伟大成就、重大意义、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有利于我

们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需要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目标任务和科学方法，增强做好新时代民族工

作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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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深入总结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在保障我国各

民族一律平等、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显著

优势。这个总结，是对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的

正确性和民族工作成就的高度概括。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通过全体中国人民几十年的不懈追

求，新中国的民族工作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伟大

成就，民族问题的“世界之乱”与 “中国之治”
形成鲜明对比。在新中国民族工作一系列伟大成

就中，最重要的就是铸就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

“中国精神”。深刻认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中

国精神”的丰富内涵、形成原因和重大意义，

对于增强各族干部群众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的创造性和自觉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从而把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在新时代推向更高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中国精神”
的基本内涵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 “中国精神”，是指新

中国在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进程中体现在

精神层面的一种持久性的状态和特征。它肇始于

新中国的成立，贯穿于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其

内涵既包含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内容，也包含思想

和精神层面的内容; 既体现在党和国家的民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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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体制机制上，也体现在

各民族干部群众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具

体行动之中，核心内涵主要包括:

( 一) 对民族平等的彻底追求

马克思主义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这个主张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得到坚定捍卫和彻底追

求，主要表现在:

一是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基本原则之一。
中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国重要

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这个基本国

情，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基本原则之一，并使

之成为党和人民共同的执着追求。新中国成立初

期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

族一律平等，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为确保各

民族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专门设立少数民族界别。从 1954 年颁布首

部宪法开始，历部宪法都把各民族一律平等，禁

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作为宪法的重大原则

之一。为确保各民族的平等地位，《选举法》对

少数民族参与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选举

的办法均作出明确规定，即使是人口较少的民

族，也至少有一名代表。《选举法》还分别对少

数民族聚居和散居地区人大代表的产生办法作出

具体规定，以保证凡是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每一聚居的少数民族都能有一定的代表参加全国

和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些细致入微的规定，

保障了少数民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平等权利，

是坚定捍卫、执着追求彻底的民族平等的体现。
二是把民族平等作为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

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

中国建立并不断巩固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族关系。这种民族关系的显著特点是: 以各民

族一律平等为前提，以各民族大团结为主线，以

各民族相互帮助为条件，以各民族和睦相处、和

衷共济、和谐发展为本质特征。新中国通过一系

列法律和制度措施以切实保证各民族的平等权

利。首先开展的是民族成分识别和国家认定工

作。这是一项维护民族平等的基础性工作。因为

只有搞清楚国家有多少个民族，才能具体地维护

民族平等。在民族识别中，坚持从中国的历史和

文化特点，特别是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特点等

实际出发，只要具备了相应的民族特征，一律按

“民族”对待，没有人为地去区分 “民族” “部

族”和“部落”，为切实维护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奠定了基础。维护民族平等，还必须彻底消除现

实生活中的各种民族歧视现象，主要是大民族对

弱小民族的歧视现象。为此，早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政务院就及时发布指示，要求凡是带有歧视

或侮辱少数民族意思的民族名称及地名、碑碣、
匾联等，应分别予以禁止和更改。各地认真贯彻

执行这个指示，对有关民族的名称和地名等作了

更改。例如，内蒙古将 “归绥”改称 “呼和浩

特”，新疆将 “迪化”改称 “乌鲁木齐”，北京

市把位于东直门的 “鞑子营”改称合作巷，把

位于北沟沿的 “回子营”改称和平巷，把位于

崇文门外的 “骚鞑胡同”改称团结胡同等［1］。
此举堪称中国特色维护民族平等的重大实践。改

革开放后，党中央对维护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作出

了一系 列 重 要 部 署。如 中 共 中 央、国 务 院 继

1979 年 10 月批转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上报的

《关于做好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之

后，又于 1987 年 4 月批转了中共中央统战部、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上报的 《关于民族工作几

个重要问题的报告》，强调要认真做好杂散居地

区的少数民族工作。西藏拉萨 “3·14”事件、
新疆乌鲁木齐 “7·5”事件之后，内地一些地

区出现了针对特定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选择性执

法等现象，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中央有关部门

专门发出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通

知，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民族政策贯彻落实情况

大检查。由于筑牢了 “平等”这个基石，新中

国 民 族 关 系 发 展 始 终 保 持 了 团 结 进 步 的 基 本

态势。
三是把推动各民族在各方面的完全的平等作

为国家建设重要任务。民族平等具有多层含义，

法律上的平等并不代表事实上的平等。这是因为

历史上各民族发展很不平衡，一些少数民族由于

自身条件限制，无法充分享受法律赋予的平等权

利。这就需要采取特殊的政策措施帮助他们加快

发展，使他们能够具备充分享受法律赋予的各项

平等权利的条件。新中国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追

求。采取的特殊政策措施包括中央财政专门设立

“民族地区补助费”和“民族地区机动金”等专

项资金，用于解决民族地区发展遇到的特殊困

难; 设立以主要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民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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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以加快少数民族人才培养; 以法律的形式确定

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均由实行区

域自治的少数民族的公民担任; 保护和弘扬少数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尊重少数民族特殊生活习

惯，建立健全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供应制度;

保障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在国家重大会

议活动中提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服务; 在国

家公务员招考中确保少数民族占一定比例等。通

过这些特殊举措，较为全面地保证了各民族在社

会生活中的各项平等权利，真正保障了各民族事

实上的平等，为世界贡献了民族平等的 “中国

样板”。对此，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 “我们的

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

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2］由于坚持追求

彻底的民族平等，使得 “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

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2］。
( 二) 对各民族大团结的精心维护

在我国，民族团结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中国始终坚持

把精心呵护各民族的大团结，作为实现国家治理

目标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工作来抓，为加强民族团

结作出科学的顶层设计、法治保障和制度安排，

持久有效地保障了各民族大团结。
一是加强保障民族团结的顶层设计。我国宪

法从维护民族团结、禁止民族歧视和民族分裂等

多方面对保障民族团结作出具体规定。为确保宪

法的要求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专门设立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是新

中国成立后第一批组建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全国

政协早期设立民族组，后设立了民族和宗教委员

会。此外，中央还批准建立了中央民族歌舞团、
民族出版社、民族画报社、民族语文翻译局、民

族文化宫等民族工作服务机构，它们都在促进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看，这些机构本身也是新中国民族

团结的重要象征。
二是不断完善维护民族团结的法律法规。法

治是协调民族关系的基本途径，新中国建立了一

整套维护民族团结的法律体系。为保障民族自治

地方民族关系健康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法就自治

地方自治机关维护民族团结的职责专门作出规

定，要求自治机关必须教育各民族干部群众学习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

采取必要措施鼓励汉族干部群众努力学习当地少

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鼓励和帮助少数民族干部群

众努力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民族区域自治法

还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要教育各民族

的干部和群众自觉做到互相信任、互相学习和互

相帮助，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自觉做到互相尊重

各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觉

做到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各民族大团结。维

护民族团结，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的出发点和

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民族区域自治法通篇贯穿的

一个重要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法加强民族

工作、依法保障民族团结的工作顺利开展。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

于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的意见》，各

地根据本地民族工作新特点和新任务，制定了一

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条

例等法律法规，如新疆专门制定实施了 《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例》。
三是不断完善保障各民族大团结的制度建设

和体制机制。首先是民族区域自治这项基本政治

制度得到坚持和完善。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支

持帮助力度不断加大，民族自治地方内部发展活

力不断呈现，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各族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大量涌

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维护各民族大团结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建立健全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制

度。1952 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率先开展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这项工作很快在全国推开，

并逐步成为促进各民族大团结的有效载体和重要

抓手; 建立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代表赴内地参观

学习制度。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制度从 1950 年

建立后，除 “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停止外，长

期得到坚持和完善; 建立健全了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表彰制度，仅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

就召开了七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建立

了民族政策贯彻落实情况大检查制度，在实践中

长期坚持和完善，及时消除可能影响民族团结的

隐患。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进步制度建设，

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推动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工作进一步规范化、深层次和高水平发

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

《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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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进一步加强

和完善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系统性、规范

性和制度性安排，强调要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这个总目标开展创建工作。此外，在

国家最高荣誉称号中设立 “民族团结杰出贡献

者”称号，也是新时代党中央为进一步加强民

族团结作出的一个重大举措。
( 三) 对各民族共同繁荣的不懈奋斗

各民族共同繁荣，既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中国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当代中国软实力

的重要象征。新中国为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作出

了多方面和长期的努力。
一是把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作为国家建设的

重要目标。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通过发展

民族地区贸易事业、无偿向困难群众发放生产工

具等途径，努力改善各民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在国家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修建川藏 ( 时

称康藏) 、青藏公路。党把引领各民族共同走上

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保

障，采取一系列灵活多样的措施在民族地区进行

以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为主要目标的民主改革和

以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

造，引导各民族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

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为

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国家高度重视帮

助民族地区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川藏、青藏等

多条公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相继建成通车，结束

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在民族地区建成多条铁

路干线，极大改善了民族地区交通条件。国家还

在民族地区建设了包头钢铁基地和新疆克拉玛依

油田等大型工业项目，帮助民族地区加快工业化

发展步伐。正是基于这样的努力，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就曾经

指出: “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

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所以，我们国家

的民族政策，是繁荣各民族的政策。在这个问题

上，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视。我

们的根本政策是要达到各民族的繁荣。”［3］从 20
世纪 50 年代周恩来总理的这段饱含深情的论述

到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 “实现全面小康，一个

民族都不能少”的坚定承诺，无不充分体现了

新中国对确保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不懈奋斗

精神。

二是把各民族共同繁荣作为改革开放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针对改革开放后

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发展差距拉大的实

际，中央支持民族地区有计划地实施对外开放，

相继批准民族地区设立一类开放口岸，批准民族

地区一批城市作为对外开放城市，在有条件的地

区设立边境经济技术合作区。党中央还通过对口

支援等途径切实加大对民族地区的帮扶力度。作

为福建省对口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标志性成果之

一的闽宁镇，20 多年前还是一片荒沙滩，“天上

不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乱石满地跑”。如今

已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气息的小城镇，绿树成

荫，民居整洁，工厂车间一片生机勃勃。党中央

把民族地区作为扶贫攻坚重点地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国家集中各方面力量开展扶贫攻坚以来，

始终坚持对贫困民族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贫困地

区进行重点扶持。党中央把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作

为西部大开发的出发点，将 5 个自治区、30 个

自治州中的 27 个、120 个自治县 ( 旗) 中的 83
个纳入西部大开发政策支持范围。吉林省的延边

朝鲜族自治州、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和湖南省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虽然在地理

区域上不属于西部，但也参照享受西部大开发的

相关优惠政策。国家还通过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财

政支持力度等途径帮助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中央

还制定实施了少数民族事业等多个扶持少数民族

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专项规划。
三是把各民族共同繁荣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了 “实现全面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

少”的重大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贫困

民族地区考察调研，与各民族干部群众共商脱贫

大计。党中央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分类指导力

度，从各方面支持帮助民族地区。在党中央的关

怀下，独龙族等一部分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

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实现整族脱贫，提前迈入

全面小康社会。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我国多个少

数民族实现整族脱贫，并提前迈入全面小康社

会，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事，是中华民族走

向复兴的重要标志。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内蒙

古、新疆、广西、宁夏和西藏五个自治区，以及

云南、贵州、青海三个多民族省，2012 年时贫

困人 口 还 多 达 3121 万 人，贫 困 发 生 率 高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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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8%，而到 2018 年，贫困人口下降到了 603
万人，累计减贫 2500 多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

到了 4%［4］。
彻底追求真正的民族平等，精心维护各民族

的大团结，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而不懈奋斗，

这不仅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中国精神”的核

心内涵，也是民族大团结的“中国奥秘”所在。

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中国精神”
的形成原因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中国精神”的形成，

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

( 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治保证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自己肩负的一项重大历史

使命，矢志不移地为之奋斗。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把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向前推进，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中

国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
一是坚持用正确的思想引领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发展，不断筑牢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中国精

神”的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

志便 发 出 了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各 民 族 团 结 起

来”［5］的号召。党和国家坚持把 “团结进步”作

为新中国民族工作的主题。各民族人民在党的领

导下共同致力于建设新中国。为了有效地促进各

民族大团结，党中央及时向民族地区派出以宣传

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了解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

会状况的民族访问团，同时派出卫生工作队深入

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帮助治疗当地流行性疾病，并

通过无偿发放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发放救济

款等途径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条

件。随着各民族间相互了解和相互帮助的日益增

多，民族团结进步呈现出新的局面，“民族大团

结万岁”成为新中国最具普遍性和影响力的政

治口号之一，“兄弟民族”成为汉族和少数民族

之间的习惯性称呼。内地大批汉族干部到边疆民

族地区工作，帮助兄弟民族发展。党中央从中国

民族关系的历史特点出发，始终坚持反对大汉族

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并将反对这两种民族

主义写入宪法。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专门作

出《关于批判大汉族主义的指示》，毛泽东同志

亲自起草了这个文件的主体内容。改革开放后，

党中央把反对两种民族主义作为民族工作拨乱反

正的重要任务之一。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 “加强民族团结，要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

狭隘民族主义”［6］。党中央始终强调要不断推动

各民族之间互相帮助。毛泽东同志强调，不要以

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很大地

帮助了汉族。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帮助民族地

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江泽民同志指出，

各族干部群众要牢固树立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

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

离不开”［7］的思想。胡锦涛同志提出各民族共同

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世纪新阶段民族

工作的主题［8］。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同胞

要手足相亲，守望相助［9］。他发出的 “中华民

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伟大号召，迅

速 成 为 推 动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事 业 新 发 展 的 强 大

动力。
二是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指导民族工作实践，

不断为形成和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中国精

神”的伟大实践注入新活力。早在新中国成立

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 “国家的统一，人民

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

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0］，深刻阐明了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推

动全党统一思想和行动，极大地增强了全党做好

民族工作的自觉性。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我国社会

主义民族关系，切实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11］。
党的十二大提出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

共同繁 荣，是 一 个 关 系 到 国 家 命 运 的 重 大 问

题［11］177。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多次总结我们党

关于民族工作的基本观点。1990 年从 5 个方面

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基本内涵。1992 年

从 8 个方面、2001 年从 10 个方面、2005 年从 12
个方面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理论和民族政

策的基本观点。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工

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涉及民族工作的各个领

域和各个方面，具有鲜明的思想性、理论性、针

对性和指导性。如首次提出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

特色，也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 首次

提出加强民族团结，根本在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 首次提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要做到“两个结合”; 首次提出用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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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 首次提出要推动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拥抱在一起; 首次提出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

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首次提出要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

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

作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

最新成果，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提供

了鲜明的思想引领。
三是坚持不断加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

展的骨干队伍建设，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中

国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党中

央长期坚持抓牢各级干部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的学习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对派

往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明确提出学习民族政策的

要求。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把干部的民族理论政

策学习作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战略性、基础

性工作来抓，多次举办省部级干部民族工作专题

研讨班。
四是高度重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充

分发挥其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中的特殊

作用。毛泽东同志提出 “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

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

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2］。党和国家采取

了包括在北京创建中央民族学院等培养少数民族

干部的具体措施，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在党的教育

培养下迅速成长起来，并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把做好少

数民族干部培养选拔工作作为管根本、管长远的

大事来抓。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于政

治过硬、敢于担当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要大胆使

用，放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来，让他们当主官、挑

大梁。在党的培养下，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成长起

来，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发挥了特殊重要作

用。这些重大举措，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中

国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
( 二)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

正确道路是实践基础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 “中国精神”，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中国

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成功开辟了一条以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为根本政治保证，以坚持各民族一律

平等为前提条件，以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为

重要保障，以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本目标的中国特色解决民

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始终坚持坚

定捍卫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始终坚持把民族团

结作为一项基础性事业来抓，各族人民在祖国大

家庭中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始终坚

持不断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

丰硕成果助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发展。始终坚

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

从而调动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的重要制度。始终坚持最大限度地促进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拥抱在一起，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伟大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

园，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华文化是中

华儿女共有的精神血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

族团结进步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道路。始终坚

持不断满足各民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各民

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日益增强。始

终坚持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用法治来监督和促

进民族工作。始终坚持不断完善党的民族政策体

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成为推动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发展的基本途径。始终坚持健全推动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使我国逐步

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民族工作制度。总之，

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为促进民

族团结进步“中国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

坚实而广泛的实践基础。

三、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中国精神”
的重要价值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 “中国精神”，是当代

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

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 一)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 “中国精神”，

是中国民族工作向世界贡献 “中国价值”“中国

方案”的核心内涵和重要体现

民族工作的 “中国价值”，突出体现在对民

族平等的彻底追求、对民族团结的精心维护和对

各民族共同繁荣的不懈奋斗上。由于有这样一种

精神，中国在民族事务治理的价值理念选择上，

既没有搞所谓 “大熔炉”模式，也没有搞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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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克”模式，而是坚定地选择植根中国历史

文化传统的 “大家庭”模式。在这种价值理念

主导下，中国不仅坚决杜绝一切强制性民族同化

行为，不搞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是坚定推动各

民族实现真正平等、促进各民族大团结和共同繁

荣。在政治上，主张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
在文化上，倡导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在

社会生活中，倡导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

荣发展。这样一种先进的价值理念，为促进民族

团结进步的 “中国精神”提供了价值引领。促

进民族团结进步的 “中国精神”，又为维护和坚

守这种价值理念提供了重要保障。
民族工作的 “中国方案”，同样突出地体现

在对民族平等的彻底追求、对民族团结的精心维

护和对各民族共同繁荣的不懈奋斗上。一是全面

实行、不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1
年，在内蒙古为当时人口不足 800 人的鄂伦春族

建立一个旗 ( 1952 年改为鄂伦春自治旗) 。1954
年，党中央决定将绥远省并入内蒙古自治区。这

一举措，终结了历代统治阶级在民族问题上惯用

的分而治之的历史。1958 年，将广西省改建为

广西壮族自治区，在西北回族聚居地区划出一定

区域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国共建立了 5 个自

治区、30 个自治州、120 个自治县 ( 旗) ，充分

保障了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的权利。二是大力

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尽力多办有利于加强民族团

结的好事、实事。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财政

相对困难的条件下，党中央就决定在北京建设被

人们称为“共和国第一宫”的民族文化宫，目

的是让来首都参加活动的各民族干部群众能够找

到回家的感觉。在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持续加大

对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为了帮助聚居在云南贡

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不过几千人的独龙

族群众早日脱贫，国家不惜花数亿元打通一个

6. 68 公里的隧道，以改善那里的交通条件。青

海玉树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在国家的帮助

下，仅用了不到 5 年时间，一个崭新的现代化的

新玉树就出现在雪域高原上。三是大力发展和宣

传各民族语言和文化。人们日常使用的人民币上

有少数民族的图像和文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

民族地区广播电视台都有用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的

节目; 由周恩来总理题写刊名的 《民族画报》，

与《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并称中国的三大

画报等。如果没有对民族平等的彻底追求、对民

族团结的精心维护和对各民族共同繁荣的不懈奋

斗精神，就形成不了这样的气派。因为有这样的

气派，所以我们能够不断推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

问题正确道路越走越宽广。
( 二)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 “中国精神”，

是坚定民族工作“四个自信”的重要依据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 “中国精神”，既不是

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也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

是在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

的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

正确道路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本质特征，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基本保障，反映了各民

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诉求，能够最大限度地使各民

族团结起来，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民族人民共

建美好家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所指出: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

族的大团结，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

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13］。促进民族

团结进步“中国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是以这

条道路为基本实践载体的。坚持和弘扬促进民族

团结进步的“中国精神”，就要坚定道路自信。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 “中国精神”，是在作

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成果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民族理论具体指导下的民族工作实践中形

成的。这个理论体系是中国长期民族工作实践经

验的结晶，及时并科学回答了不同历史时期及不

同历史阶段民族工作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为民族工作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为促进

民族团结进步 “中国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提供

了思想智慧和实践动力。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

“中国精神”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

指导下形成和发展的;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中

国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科学性。坚持和弘扬促进

民族团结进步的 “中国精神”，就要坚定理论

自信。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不断推进民族团

结进步伟大事业进程中，建立健全了一整套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工作制度。这套制度体系，以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为根本出发点，以不断满足各民族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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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民族关系为目标，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

征在民族工作上的反映，为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在这套制度体系

保障下，我国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日益加

深，少数民族面貌、民族地区面貌、中华民族面

貌日新月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益增强。促

进民族团结进步的 “中国精神”不是在短期内

形成的，如果没有一套科学的制度体系持久地发

挥保障作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 “中国精神”
不仅难以形成，而且难以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

步“中国精神”的形成和不断发展，充分证明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工作制度的正确性。
( 三)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 “中国精神”，

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应当倍加珍惜

的宝贵财富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 “中国精神”，是在

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

大进程 中 形 成 和 发 展 的，是 中 国 共 产 党 先 进

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

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的宝贵精神财

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 “中国精神”，不仅

深刻回答了 “民族大团结，中国为什么能”这

个世界之问，而且回答了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等一系列世界之问。要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不

断汇聚起各民族大团结的力量，促进民族团结

进步的 “中国精神”，就是各民族大团结这个

中国最大力量的集中体现。在前进道路上，只

要我们继续大力弘扬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 “中

国精神”，就能够不断汇聚起民族大团结的磅

礴力量，就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能够阻挡中

华民族前进的步伐，中华民族就能够战胜一切

艰难险阻，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 四)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 “中国精神”，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价值参照和实

践路径坐标

中国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

展之道，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之道。
当今世界的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都是

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成为长期困扰一些国家发

展进步的重大社会问题。尽管各国国情不同，民

族矛盾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可

以肯定的，各国只要做到了对民族平等的彻底追

求、对民族团结的精心维护、对各民族共同繁荣

的不懈奋斗，就能大大减少或消除民族矛盾。历

史事实告诉我们，哪里存在民族不平等，哪里就

一定会产生民族矛盾，就一定不会有民族团结;

哪里不能解决好各民族共同繁荣问题，哪里就

容易产生民族矛盾。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局

面，是因 为 中 国 长 期 坚 持 追 求 彻 底 的 民 族 平

等、精心维护民族团结、努力促进各民族共同

繁荣。中国长期坚持追求彻底的民族平等、精

心维护民族团结、努力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

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价值参

照和实践路径坐标。
综上所述，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 “中国精

神”，是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是中华

民族在前进征程上应当倍加珍惜的宝贵精神财

富。我们要继续大力弘扬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

“中国精神”，共同创造中华民族团结进步更加

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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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hinese Spirit”in Promoting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LIU Bao-ming

( Ｒesearch Center for Ethnic Administrators Education，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Ethnic Administrators，Beijing 100094)

［Abstract］The“Chinese Spirit”of promoting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refers to a persistent spiritual
state and characteristics embodied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since the setting up of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the work of PＲC could be
summarized as the“Chinese Spirit”that promotes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with the focus in pursuing true
national equality，carefully safeguarding the great unity of all ethnic groups and unremitting struggle for the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all ethnic groups．The“Chinese Spirit”of promoting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is the result of all ethnic people’s dedication in following the correct path of solving ethnic proble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nd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CPC’s initial mission in conducting ethnic work． The“Chinese Spirit ”，which promotes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entry point for observing and evaluating the practical
effects of the new concept for ethnic work and national policies，but als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further
strengthening confidences in path adoption，theory，system and culture in the work of ethnic group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Chinese Spirit”to promote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is a great initiative of
PＲC，a great contribu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human civilization，and the strength and hope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rich connotation，caus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Chinese Spirit”in promoting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achievements，basic laws and experience of the work of ethnic works in PＲC，but also
conducive th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major principles，objectives，and scientific methods that can
enhance confidence and motivation for promoting excellence in ethnic work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ethnic equality; Chinese Spirit; ethnic work;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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