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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

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孙海洋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
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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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凝聚起民族团结的磅礴力量。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
族凝聚力。”我们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和实践
要求，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
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高度认同，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
中国式现代化。

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
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
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
大祖国的历史。”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
共同开拓的。自古以来，各族先民共同开
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历经几次民族大融
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对今日
中国疆域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悠
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秦国开启
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
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
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我们

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
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各民族优秀文化都
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各民族在文化上
的交相辉映和互鉴融通，夯实了中华文化
自信的根基。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
同培育的。历史上，农耕文明、草原文明、
海洋文明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
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
大民族精神。近代以后，面对亡国灭种的
空前危机，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国难，
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
变。这“四个共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
成、发展、巩固过程的高度概括。在“四个
共同”的视野下，才能清楚地看到各民族交
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正确
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客观事实
和必然逻辑，从而自觉抵制各种错误史观
的干扰。

树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
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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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
共同体理念表明，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
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交融汇
聚、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
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民族只有把自
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
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这一共同体理念
奠定了社会整合的文化基础，保障了各族

群众的共同利益，提供了彼此依存的情感
纽带，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战胜苦难、
化解危机、实现复兴的内在支撑。要引导
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
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推动
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
命运共同体。

把握民族工作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就是要坚
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更好保障各民族群
众合法权益。”做好民族工作，要正确把握
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
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
共同性是主线和方向，差异性是要素和动
力。要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
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
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要正确把握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
系。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
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
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
利益。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
的关系。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
大成，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
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要增强各族群
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要正确把握物质和
精神的关系。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
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

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这四
对关系既讲两点论又讲重点论，贯穿着做
好民族工作的辩证法，要将其运用到民族
工作的具体实践中，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
发展。

新征程上，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需要从以下方面着力：

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加强根本
政治保证。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是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政治保
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党的领
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形成党委
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
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
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
作格局。加强民族地区基层政权建设，确
保基层民族工作有效运转，做到党的民族
理论和民族政策到基层有人懂、民族工作
在基层有人抓。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民族地区
高质量发展。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
题的总钥匙。民族地区加快发展，要向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动力、要活力，立足资
源禀赋、发展条件、比较优势等实际，找准
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切入
点和发力点。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促
进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各族群众，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更坚实物质基础。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到发展的
全过程和各方面，破除妨碍推进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
推动各族群众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奋
斗。

坚持系统观念，推动各项工作同向发
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系统
工程，必须多方发力、同向发力，久久为
功。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
设，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坚持“两个结
合”，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
学理哲理，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学理基础。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
用共同理想信念凝心铸魂，强化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支撑。促进各民族
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推进各民族人口流动
融居，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创
造更加完善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
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拓宽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讲好中华民族
故事，创新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拓宽
传播渠道，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传播效能。

（原载《人民日报》2024年8月21日第
9版）

■陈森林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并对完善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作出重要
战略部署，既明确了城乡融合发
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
重要地位，更为打通城乡融合发
展的堵点卡点指明了方向与路
径。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
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
定 程 度 上 决 定 着 现 代 化 的 成
败。”这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

“一个都不能少”的现代化。我
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
同富裕，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
个人都不能少。2024 年 1 月 17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2023 年末全国人口（包括 31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
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
外籍人员）140967 万人，其中城
镇常住人口 93267 万人、乡村常
住人口 47700 万人。即使未来我
国城镇化达到很高水平，仍然还
会有几亿人在农村就业和生活，
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是客观
规律，也是我们的国情。从一定
意义上来讲，没有农业农村现代
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
所以，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既要建设繁华的城
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要促
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健全城乡要素融合体制机
制，促进城乡要素合理双向流动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
向流动，实现要素资源全域、全环
节的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是新
时代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的关
键，意味着要打破城乡之间的壁
垒，促进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
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实现自由流
动和优化配置。

一是创新人才工作机制。人
才是重要的生产因素，在推动农
村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至
关重要。要健全乡村人才引进机
制，疏通返乡下乡渠道；要健全乡
村人才激励机制，调动返乡下乡
人才积极性；要健全乡村人才服

务机制，优化返乡下乡人员的创
业环境。

二是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健
全土地流转机制，提高农村土地
要素流转效益，是城乡融合发展
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保障。要健全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机
制，确保农民在收益分配中的权
益；要健全宅基地流转机制，加快
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三是健全乡村资金的投入保
障体系。针对目前乡村发展资金
不够不足问题，要健全乡村资金
的投入保障体系，从而强化乡村
发展的资金保障；要健全乡村金
融服务体系，保证金融服务有效
供给，从而引导更多金融“活水”
流向农村；要完善乡村资本管理
体制，引导资本规范运作，守住社
会资本下乡的底线。

健全城乡产业融合体制机
制，推动城乡优势产业融合发展

产业融合是现代产业发展和
现代产业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最重要的是
实现城乡产业的融合发展。

一是挖掘农村优势资源禀
赋。要挖掘和利用农业资源优
势，为农民增加收入渠道；要发展
特色乡村旅游，大力推进农村特
色产业与城市产业的对接，推进
农村发展提质增效。

二是搭建城乡产业融合发展
平台。要建立信息服务平台，及
时更新和传递有关农副产品的供
销、电子商务、农产品价格、土地
价格以及政府优惠政策等信息；
要建立城乡产业融合园区，促进
城乡之间生产要素融合。

三是优化城乡产业空间布
局。优化乡村产业的发展环境、
吸引城市产业更多向乡村布局，
培育壮大县域产业、提高城乡经
济发展联动性，真正做到强县富
民。

健全城乡社会融合体制机
制，推进城乡公共服务普惠共享

城乡不平衡最突出表现在基
本公共服务水平不平衡，这种不
平衡表现在资源布局、能力提供
和服务质量上，推进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普惠共享是缩小城乡差
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
容。

一是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政策体系。政府应加大乡村
财政资金投入力度，确保农村在
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

方面都能有基本的资金来源。同
时，创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拓宽公共服务供给渠道，确保城
乡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享受有效
的公共服务。

二是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数字化建设。利用数字技术创新
基本公共服务形式、优化服务标
准，突破基本公共服务的空间限
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便利性
和可及性，从而实现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的普惠共享。

三是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机制。制度是决定城乡基
本公共服务均衡发展的关键因
素，要建立统一完整的城乡一体
化的社保系统，制定统一的管理
标准和管理方法，城乡社会保障
实现不分所有制、行业、就业形
式、地区的平等性。

健全城乡文化融合体制机
制，促进城乡居民文化交流互动

推进城乡文化融合，可以让
城乡居民充分享有丰富、充实而
美好的精神文化生活。

一是促进城乡居民文化交流
互动。要树立包容性文化理念，
置城乡文化于同等地位，大力推
动城乡居民文化交流互动，提升
城乡居民文化认同感；要畅通市
民和农村文化交流渠道，打造文
化交流空间载体，实现城乡文化
和谐发展。

二是增强城乡文化产业合
作。要实现城乡文化产业优势互
补，协同开发文化资源，确保城乡
居民共同享受文化产业发展效
益。

三是完善乡土文化传承和保
护工作机制。乡村文化是乡村振
兴的灵魂。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
程中，要注重保护和传承乡村的
优秀传统文化，让乡村文化在与
城市文化的交流中焕发新的活
力。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是一项关系全局、关乎长远的
重大任务，将贯穿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全过程。我们必须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
感，稳扎稳打、久久为功，不折不
扣地抓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贯彻落实，书写城乡融合发展
大文章、共谱城乡融合发展协奏
曲。

（作者为江苏省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
心省委党校基地特约研究员、市
委党校法政教研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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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震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深化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党的
作风建设，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
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通
过一条条硬杠杠、实举措推动党的作
风建设持续好转。回溯百年党史，加
强作风建设犹如一条有力的脉络，鲜
明地彰显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
在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大力整治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断加强党的建
设。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
党虽然还处于建党初期，但很早就注
意到形式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
历来反对只看表面不重实际的形式
主义，并领导人民军队与形式主义顽
疾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1929 年，
毛泽东同志针对红四军内部关于军
队建党问题的争论，专门剖析了形式
主义产生的根源，认为其来源于唯心
主义。1930 年，在《反对本本主义》
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不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
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
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
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
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延安
时期，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
究组，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
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以克服主观
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同时决
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高级干
部学习。此外，党中央通过实行精兵
简政来整治形式主义，强调精兵简政
是改造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
义的对症药。在之后的革命实践中，
我们党逐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
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
大优良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
和支持。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
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党组织
和党员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对形式
主义的整治进行了新的探索。新中
国成立伊始，中共中央便发布《关于
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
会的决定》，开始在中央和地方设立
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用于预防与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现实危
害。1952 年，针对中共中央西北局
检查组向中央报告的关于区、乡工
作中存在“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
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
职多”的问题，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
整治措施精简会议数量、转变文风

会风，从机制层面整治形式主义等
不正之风，为基层政府减负松绑。
在这个阶段，形式主义多被视为官
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党中央从党群
关系、党员管理角度对其进行整治。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形式主义
的整治开始从制度与思想层面双向
发力，同步推动体制改革和作风建
设。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五中
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开会
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
会。”针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与管
理体制之间的内在联系，1980年，邓
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分析了现状，意识到“必须从根本上
改变这些制度”。中央政治局讨论
通过上述意见，开始对党和国家领
导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进行改
革，从而为整治形式主义等提供了
制度化保障。江泽民、胡锦涛同志
也多次强调必须狠刹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的歪风，不断加强作风建设，
要求党员干部把主要精力投到抓落
实中，创造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有力措施推
动建立健全基层减负长效机制，督促
各地区各部门将基层减负工作落实
落细，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突出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轻了许多不
必要的负担。为抢抓这一转型发展
的关键时期，我们党还通过思想教
育、制度建设、专项整治、纪检监察等
多种举措整治形式主义。但不可否
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存在且
有了新表现，成为目前党内尚存的突
出矛盾和问题，是可能动摇党的根
基、阻碍党的事业发展的顽瘴痼疾。
因此，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永远
在路上。必须树立长期作战思想，坚
持阶段性目标和长期目标有机统一，
坚持抓一项成一项，不断积小胜为大
胜，努力让干部群众从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中真正获得幸福感。

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
史阶段都对形式主义进行了积极整
治，这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党的作风建
设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和现实的参
考价值。我们应坚持理论和实际相
结合、历史与现实相贯通，充分借鉴
和吸收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成功经验
和集体智慧，认清形式主义在不同时
期的形式和表现，聆听人民群众关于
党员干部作风的社情民意，紧握双拳
打击不正之风，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到实处、落到基
层。

（作者为恩来干部学院教研开发
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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