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试题答案 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文(优秀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试题答案篇一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正
如这首歌中所唱，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泱泱大国，
民族团结是一条重要的发展大计。

_更是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区，在这里民族团结显得非常重
要。7·5事件之后，三个离不开成了这里的发展之大计。汉
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
相互离不开。

是啊，只有各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有今天的辉煌!只有民
族团结了，经济才能更迅速的发展;只有民族团结了，才不会
发生昨天的悲剧;只有民族团结了，人民才会安居乐业。我们
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地，走向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纵观千百年来的民族发展史，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
的国家，共有56个兄弟民族，生活在这片辽阔而富饶的土地
上。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各有自己的文化
传统、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尽管各民族之间，
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着矛盾与不和，发生过冲突和战争，但各
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一直是历史的主流。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融合成为团结的整体，并经历几千年的.
变故与动荡而永不分离，正是因为我们的祖辈们如此团结，



如此有凝聚力。

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和亲入藏，土尔跋扈族在渥多锡带领还
乡……这些事例虽然来自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古代，但至今仍
然广为流传。

不光在古代，在今天也有很多这样的事例：

人们不会忘记，为了挽救尿毒症晚期的维吾尔族学生毛
兰·吾买尔，23岁的王燕娜姐姐，把自己的一颗肾，无偿捐
赠给了素不相识的维吾尔族“弟弟”。

人们不会忘记，在天山深处偏僻的库车县栏杆村，维吾尔族
老人卡德尔，用40年时间写下了1000多篇日记，记载了解放
军与当地村民之间拥军爱民的故事。这位老人说，我的眼睛
不行了，但要把写日记的任务交给儿子，这日记不会停，一
定会一代代，写下去。

手握手、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维护民族团结是刻不容
缓的，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真正落实到行动中去的，让
我们每个人从身边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滴水可以
汇成江河，不传谣，不信谣，不参与违法犯罪活动，不利于
民族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事不做，共同筑起一道
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铜墙铁壁。

一堆沙子是松散的，可是它和水泥，水，沙子混合以后，比
花岗岩还坚硬。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让我们民汉一家亲，
永远这样相亲相爱吧，如果我们分裂了，别的国家就有机可
乘，必将会让我们走向灭亡，如果我们心连心，手握手，筑
起铜墙铁壁，那么，就算有再强大的敌人，我们也不会害怕!
我们中华民族必将象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试题答案篇二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
家。”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都深深地感受到祖国大家
庭的温暖。

1963年，一名刚从_医专毕业的青年，满怀希望来到高寒缺氧、
风沙肆虐的帕米尔高原，在海拔2100米的乌恰县做了一名医
生。他就是已经退休的原_自治州乌恰县人民医院院长吴登云。

来自江南水乡的吴登云没有被高原恶劣的环境吓倒退缩，而
是兢兢业业地在西部边陲的高原上救死扶伤38年。他视柯尔
克族牧民如亲友、如手足，忠实覆行着自己“做一名人民的
好医生”的诺言，前后30次为病人无偿献血，累计献血7000
毫升，被当地牧民亲切称作“白衣圣人”。

吴登云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换回了不少少数民族同胞的尊敬
和爱戴，而白克日。卡依尔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一个汉族儿
童的生命。白克日。卡依尔是塔什店火电厂的一位普通工人，
去年为抢救不慎落入水中的汉族儿童，在救他时白克日。卡
依尔也因次现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这位优秀的维吾尔族
工人眼中，汉族同胞就是自己的“吐汗吾干木”(亲兄弟)。
他不止一次伸手援助遇到困难的汉族乡邻和同事，替不认识
的汉族病人垫付医药费。他们这样的事例在各种民族群众中
间传唱成了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

一年有四季，民族团结就是春日的鲜花朵朵;也是夏日的和风
习习;又是秋日的硕果累累;还是冬日的阳光融融。让我尽情
品尝这四季的芬芳!让我们用心浇灌民族团结的花儿!让我们
的爱，在民族团结中流淌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试题答案篇三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村、一河、一社区的行程
背后，饱含着对宁夏的深情牵挂，更蕴含着高质量脱贫攻坚、
生态保护、民族团结的发展密码。

一村镌刻“量身定制”、“山”“海”携手的“脱贫密码”，
激励我们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下苦功夫、啃硬骨头。历史的回
望，总是给人最深情的感动。1997年，作为福建省委副书记、
同时也是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的__来到宁夏这片
“贫瘠之地”，找准了遏制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水
资源缺乏。于是他主导抓井窖工程以解决群众生活用水问题;
鼓励小圆井抽水灌溉以解决产业用水问题……水，滋养起宁
夏大地的勃勃生机，也浇灌出美好生活的希望之花。弘德
村“量体裁衣、量身定制”，走出了自己的脱贫路：移民人
口多，便大力开展劳务输出，发展种植业;留守村民多，便大
力开展技能培训，激活村民内生动力;结合宁夏特色创建扶贫
车间，解决就业难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得以充
分发挥，东西协作、沿海城市帮助内陆城市等政策红利得以
充分释放。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事艰而任重，然行则将至、
做则必成，扶贫干部要一鼓作气、乘势而上，对标对表决策
部署，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实施精准扶贫策略，不折
不扣地完成“硬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河彰显组好“加法”、做好“减法”的“生态密码”，警
醒我们在生态环境大课堂守牢底线、亮明红线。九曲黄河，
大国血脉，__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4次考察黄河，为推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定下基调。从“人定胜天”的思
路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从可持续
发展战略到“生态文明”写入宪法，从过度开发到助力“一
带一路”生态文明创建，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与
日俱增，并在国际社会中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
彰显负责任的大国担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组好“加法”，
加快污染产业转型升级，完善“生态+”产业链，发挥生态文



明价值，也要做好“减法”，减掉重发展不重生态的错误思
想，减掉对生态破坏行为的懈怠纵容，加大生态污染惩治力
度，把牢遏制生态污染的每一道“关口”。

一社区铭记凝心聚力、共同繁荣的“团结密码”，鼓舞我们
在民族团结大舞台同声相应、同心奋进。获评“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集体”的金花园社区，“七彩家园”“七星服
务”“四治融合”等一系列社区治理、服务的创新机制，让
和谐家园遍开民族团结花。在这里，“脱贫、全面小康、现
代化，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这是“人民至上”执政理念的
生动注脚，也是党对各族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中华民族是
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既是最
广泛最根本的共识，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船的力量在帆上，
人的力量在心上。全体中华儿女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唱响携手团结奋斗、并肩繁荣发展的民族关系主旋律，凝聚
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中国力量。

人间万事出艰辛，行程万里见初心。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圆千
年之梦、抓牢抓细生态文明建设谋大局发展、切实促进民族
团结暖万家灯火，正是中国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期，奋力书写的恢弘史诗和时代画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试题答案篇四

宁夏回族自治区位于我国西北，虽居内陆却有着“塞上江
南”的美称。在这里，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守望相助。

福建与宁夏是对口帮扶关系，福建为宁夏的发展建设提供了
极大的帮助。在1996年福建与宁夏建立对口帮扶关系时，福
建省不断加深加强对民族地区的支援工作，把改善民生作为
援宁工作的重点；将宁夏的资源优势、政策优势和福建的产
业、人才和技术优势相结合，因地制宜地发展优势特色产业。
福建对宁夏的支援促进了宁夏的经济发展，加深了两地人民



之间的感情，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为实现共同富裕而
不懈奋斗。

22年，是福建与宁夏牵手协作、共赴小康的时间里程。从一
点一滴到涓涓细流，从滴水穿石到海纳百川，福建和宁夏的
故事，深深扎根在六盘山下的沟沟岔岔、角角落落，印刻在
宁夏人民心里。

22年，闽宁双方建立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
互助、社会参与的扶贫协作机制，一年一度的对口扶贫协作
联席会议从未间断，一批又一批援宁干部真心奉献，数以万
计的闽商在宁创新创业，数万名宁夏贫困群众在福建稳定就
业，那些人和事组成历史中的一个个章节，幻化在时光的长
河里，共同绘就闽宁协作的鸿篇巨著。

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更应该加强共同体理念，携手共向未
来。要从思想上深刻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
的一份子，我们有责任且有义务去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从
行动上做起，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时刻
准备着为祖国奋斗。我们坚信：中华民族将会更加的繁荣富
强！

作为新时代民族高校的大学生，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树立
远大理想，努力学习奋斗，顺应时代潮流，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把青春的华章书写在祖国大地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试题答案篇五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共同努力奋斗。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支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
家……”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



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
同体，在新时代，各民族也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
奋进，共同走上伟大的复兴之路。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凝聚团结奋斗的基石。团结
固则百业兴。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对我们做
好新时代民族团结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指明了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的方向和目标，对新时代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团结工
作，事关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
国梦的最终实现。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因此，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
样维护民族团结。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汇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
量。“众力并，则万钧不足举也;群智用，则庶绩不足康
也。”当前，我们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对于各族群众来讲，实现中国梦
就是实现民族团结奋斗梦、民族繁荣发展梦。我们党创造性
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各族人民在历
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了主人。
党的__以来，党中央就民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中华民
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正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的生动写照，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创新推进的鲜明特
征，这更将会让我们复兴路上汇聚起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
的磅礴力量。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共铸中华民族共同体。“合
则俱荣，分则俱损”，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实现中国梦，是各民族大家的梦，也是我们各民族自己的梦。



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带领下，各族人民必然将扎实奋斗、
共襄伟业，向着更加美好的生活不断前行，因此我们要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
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把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
大的命运共同体，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我们复兴路上的最
坚实的保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试题答案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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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
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
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是科学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题中应有
之义。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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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
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
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先秦时期，我国就
形成了“五方之民”共天下的格局。秦朝开创大一统局面，
开启了中原地区以“书同文、车同轨”为象征的国家统一进
程，展开了“五方之民”及其后裔连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
历史画卷。这就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原因所在。

我国在近代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危难中没有四分五裂，一个
重要基础就在于历史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统一的内生动
力。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维护、激发和加强各
民族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



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丰厚遗产，集中体现
为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域、共同书写了中国的
历史、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精神；巨大优
势，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族人民守望相助、同舟
共济，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同心共筑中国梦。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
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成员，是维护、建
设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要素和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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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民族团结携手，共同迈进全面小康，体现了中华民族优良
传统，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写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自觉认同。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
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基于文化认同。中华文
化集中国各民族文化之大成，各民族文化是构筑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的基础。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和中华民族形象，有利于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各民族文化在融入和推进中华文化建设中实现升华，既是各
民族文化得以保护传承、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