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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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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31 日电 2 月 1

日出版的第 3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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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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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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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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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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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党坚持“两
个结合”、着眼“两个大局”，深刻总结国
内外民族工作经验教训，深刻洞察中华
民族共同体发展趋势，取得的重大理论
和实践成果。

文章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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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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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良好局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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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指出，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
史， 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
设。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解析
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不能套用西方那一
套民族理论。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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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始终坚持中国特
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用党关于
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统领

和指导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
文章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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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这
样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国家的豪
迈壮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
有之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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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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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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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
族大团结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和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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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指出， 要讲好中华民族故事，
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工
作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工作。必须
坚定“四个自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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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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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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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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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向马来西亚新任
最高元首易卜拉欣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 1 月 31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易卜拉欣·伊斯
干达， 祝贺他就任马来西亚最高元首。

习近平指出， 中国同马来西亚是隔
海相望的友好邻邦 ， 两国友谊源远流
长 。 1974 年建交以来 ， 双方坚持相互
尊重、 平等互利、 合作共赢， 各领域合
作取得重要成果， 双边关系保持良好发
展势头 。 2023 年 ， 我同安瓦尔总理就

共建中马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 为
新时期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 。
2024 年是中马建交 50 周年暨 “中马友
好年”， 马来西亚将接任中国－东盟关系
协调国， 中马关系发展面临新的重要契
机。 我愿同易卜拉欣最高元首开展友好
交往， 引领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
得新成果，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为地区繁荣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上接一版）
路东组村民常芳登记好个人信息、

签过承诺书， 现场见证了工作人员为其
电动车贴编号牌。“这次专项整治行动，
既是为了规范出行交通秩序， 更是为了
保障我们驾驶人自身的平安，”常芳告诉
记者，“镇上、村里多次宣传整治行动，村
民们对整治普遍支持， 今天领编号牌再
次接受了交通安全教育， 回去后一定向
更多的人宣传。”

66 岁的朱大爷看到三轮车车尾贴
上“戴头盔，不载人”反光贴后，笑着对工
作人员说：“今后有人要坐我的车， 我就
叫他看看这个，看他还敢不敢坐。”

“专项整治行动启动以来， 我们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迅速对辖区三、四轮
车进行信息摸排，常态化开展重点时段、
部位交通疏导， 不定期利用文明实践场
所播放交通安全宣传片和警示片， 多措
并举规范群众交通参与行为、 增强交通
安全意识。” 洛河镇党委书记曹挺介绍，
截至目前，该镇已对三、四轮电动车编号
1500 余辆， 下一步将进一步压实各村、
社区及交通安全网格员责任， 尽早实现
全镇三、四轮电动车编号工作全覆盖。

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中， 明确要求
要落实属地党委政府责任。方案指出，要
实行乡镇、 街道干部交通安全包保责任
制，深化交通安全社会共治，依托基层行
政管理力量，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电
动三、四轮车存量普查、增量管控、登记
管理、宣传劝导等工作。

凝聚各方合力，强化排查整治。方案
要求要夯实行业部门管理责任，经信、市
场监管部门将强化源头生产禁售工作；
交通运管部门要消除非法营运安全风
险； 公安交管部门要持续加大路面违法
查处； 教体部门要牵头紧盯接送学生特
殊群体……

督促督导是推动专项行动的必要手
段。当天，由市道交联办公室牵头，会同
各县区平安办、 应急局等单位工作人员
组成 4 个工作组， 分赴各县区督导检查
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 在督查中发现
问题、纠正问题，通过检查推动各方责任
落实。

毛集实验区毛集镇以镇政府为编号
服务点总点，18 个村（居）委会为分点开
展编号便民服务工作，制作 5000 张反光
贴向各村居分发； 大通区九龙岗镇安排
镇村干部、网格员作为劝导员定时上路
进行文明交通劝导， 重点劝导 60 岁以
上老人尽量不驾乘电动车，已为 1900 余
辆三四轮车编号；寿县安丰镇既在线上
通过微信群进行宣传，又在线下通过横
幅、电子显示屏、各村应急广播、发放宣
传单等方式进行宣传， 形成浓厚的整治
氛围； 潘集区市场监管局对辖区电动车
经营户经营情况进行登记造册、 建立台
账、张贴公告，与经营户签订守法经营承
诺书……

乡村喇叭响起来、宣传车转起来、面
对面讲起来，连日来，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持续升温，各相关部门及乡镇、村（社区）
立足自身职责，推动整治行动走深走实，
多措并举守护群众平安。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市道交联办公
室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专项整治行动将
紧盯三、四轮电动车突出风险隐患，以党
政引领推进多元共治为主线， 以综合治
理、源头治理为导向，努力实现“两提升、
两下降”，即三、四轮电动车综合管理水
平明显提升，三、四轮电动车驾乘人员守
法意识、安全意识明显提升；高龄人群驾
乘三、 四轮电动车数量和事故起数明显
下降、涉三、四轮电动车亡人道路交通事
故明显下降， 为岁末年初群众出行营造
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有 年 味 更 有 文 化
———非遗产品走俏安徽年货市场

“买两张非遗年画过年贴，有传统的
年味，还有历史韵味！”安徽合肥姑娘雪
来举起手里的童寿记木版年画， 设色鲜
艳而古朴的“二龙戏珠”图案，正是拓印
自旁边一块有百余年历史的木雕版。

在安徽省铜陵市永泉小镇的 “年味
市集”上，还有许多像童寿记木版年画
一 样 的 非 遗 技 艺 制 作 产 品 齐 齐 亮 相
“上桌”：孙传才糕点 、铜陵生姜、五松糖
画……市民和游客人潮涌动， 手里大包小
包，拎着满含徽州文化特色的非遗年货。

安徽各地“村晚”上的非遗“大集 ”、
安徽省 “游购乡村 好物迎春” 年货市
集、 安徽供销年货大集……在春节临近

而不断开市的各类年货集市上， 人们找
寻的“年味”不仅是物质上的丰盛，也是
文化上的丰盛。“国风”“国潮” 热度持续
攀升， 越来越多人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
热爱， 让非遗产品成为了今年年货市场
上的“明星”。

在安徽省级非遗铜陵白姜的厂房
里，初秋时节收获的新白姜，经历了古老
的 29 道传统工序，正加班加点地封装发
货，各种脆嫩可口、味道多样的白姜，将
送往全国各地的春节餐桌。

“我们从一个多月前就开始为春节
市场做准备， 预计春节期间订单销售额
近 300 万元。”铜陵白姜制作技艺非遗传

承人金如林说， 这两年可以从销量上直
观感受到，非遗产品越来越受欢迎，而非
遗传承人也在坚持品质的同时为消费者
创新服务。“我们专门为年货设计了 ‘姜
来更好’‘好事姜近’等节礼包装，还推出
了口味定制的新服务。”他说。

非遗传承的“匠心”之外，又多了“贴
心”，让非遗产品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 ，
也让非遗传承与发展更加 “活” 起来。
安徽省级非遗汪满田鱼灯本是黄山市
歙县溪头镇汪满田村的民俗 ，春节期间
游村的大鱼灯长达 8 米 。如今 ，各种小
尺寸鱼灯作为文创产品走向市场，来皖
南的游客都愿意买上一盏 ， 拍照 “打

卡 ”之外 ，将富有徽州年味的纪念品带
回家。

黄山市徽州区潜口镇的古塘菜糕始
于清朝末年。今年的“年货版”古塘菜糕
上，印上了当地古建筑巽峰塔图案，打造
出“非遗+文保”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爱
不释手。

“糕点 、年画 、臭鳜鱼……真买了不
少，还想给亲戚、朋友买一些作为礼物。”
来自河北的游客孙伟华说，“用非遗年货
作为礼物太特别了， 自带中国的历史传
承在里面，又有心意又有文化。”

（新华社合肥 1 月 31 日电
记者 朱 青 刘美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