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心得体会
精选5篇

社会稳定、各民族团结，国富民强是我们每一个人应有的一
份责任心，下面是小编整理的2023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心得体会精选5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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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疆富蕴县坚持基层党建与民族团结协同发展，积
极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
的思想观念，开创民族团结工作新局面。

强意识重示范，树牢“风向标”。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教育列为各部门(单位)、乡(镇)、工作队、村“两委”教
育培训的必修课，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
重要论述和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新疆“四史”及民族团结相
关政策法规等内容，采取举办读书班、集中讲座、专题研讨
等形式，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培训85期，
教育引导各族领导干部积极维护民族团结。结合“访惠聚”
七项重点任务，组织工作队挖掘258个本村群众身边的民族团
结小故事，建立113支“民族团结我来说”宣讲小分队，依托
村级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百姓大舞台等文化
阵地，以小板凳、小段子、小专题、小讲坛、小故事“五
小”宣教法为载体，用群众熟悉、乐于接受的“土”语言开
展宣传教育138场次，引导各族群众讲民族团结的情、说民族
团结的话、做民族团结的事。

抓文化促融合，绘制“同心圆”。充分利用纳吾热孜节、古
尔邦节等少数民族节日契机，挖掘哈萨克族文化资源，通过
举办赛马会、民族风情旅游节、阿肯弹唱会、民族刺绣推介
会等少数民族文化活动，并发挥县融媒体中心主流媒体作用，
把镜头对准少数民族群众，加大对外宣传、推荐和展示少数



民族文化的力度。依托“党建+旅游”发展定位，以哈萨克族
特色餐饮为重点，积极发展民族特色的乡村旅游，开发民族
舞蹈、酒水、奶制品、民族手工艺品加工等产业，打造“丝
路姑娘”奶制品合作社、“喀山牧歌”肉制品加工厂等特色
品牌，辐射带动720余名种养殖大户、致富带头人、能工巧匠
领办创办黑加仑种植、特色杂粮种植、肉奶制品加工、民族
手工艺品制作等12类专业合作社，带动村庄产业与少数民族
文化融合发展。

访民情惠民生，架起“连心桥”。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通过项目申请、技术指导、教育培
训、信息咨询等措施，帮助创办乔山劳务服务公司、萨尔托
海村“两园”、克孜勒加尔村万亩葵花产业等“造血”型项
目，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提高农牧民群众收入。组织入党积
极分子、致富能手、巾帼力量等285名志愿者，成立爱心救助、
科普宣传、法律援助等10类“民族团结我先行”志愿服务队，
按照每人结对帮扶2-3户少数民族困难群众，逐户上门了解群
众的生产、生活状况，通过分类整理，建立民情台账，以开
展办一件实事、开展一次调研、进行一次走访慰问、组织一
次志愿服务“四个一”活动为载体，积极为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弱势群体提供“零距离”亲情化、个性化服务，帮助确
立发展庭院经济、民族刺绣等568条增收措施，真正使民族团
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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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是我们从未忽视的问题。五月的和风伴着我们迎来
了自治区第26个民族团结教育月。今年的民族团结教育活动
显得尤为重要。

民族团结从中国上千年的历史中从未褪色。北魏孝文帝的改
革率先为少数民族打开了向汉族学习的大门。张骞两次出使
西域，历时十八年，考察了许多国家，把西域的自然环境、
风土人情、政治、经济等都向汉武帝作了详细汇报，为汉朝



反击匈奴创造了有利条件，加强了中原与西域的相互了解与
来往。大漠的驼铃声记录着遥远的文明。在抗日战争时期也
有一批爱国的少数名族为祖国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用
他们的生命换来了之后千万同胞们的幸福生活。新中国成立
后我们所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同胞
的权利，使得在新疆生活的47个民族能够像一家人一样相亲
相爱的生活。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中所展现的民族团结精神
深深烙印进了人们心中：忘不了全国各族人民为汶川遇难者
默哀的情景，忘不了玉树地震中藏族孩子渴望生命的眼光。
忘不了国庆节天安门前那56根民族团结柱。这是因为我们是
一家人，我们有血浓于水得亲情。

我们学校是一个各民族学生与老师和谐相处的大家园。学校
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回族，蒙古族等多个
民族的同学。学校在学习生活方面也给予少数民族同学很多
的关心，而我们也应该用一种团结、友爱的态度来对待学校
里的每一位少数民族同学。只有关系的和谐才能创造出一个
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校园。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和谐都是发展的前提。09年的“7.5”事
件使生活在新疆的我们更加体会到稳定的重要性。如果没有
了团结我们很有可能成为那个近代任人宰割的中国，实现中
国的伟大复兴就会成为空谈，变成一个遥遥无期的梦想。面
对国内外严峻的形势，我们更应做到团结，用一种全新的姿
态面对世界!居安思危能使我们防患于未然，能让我们见证一
个蒸蒸日上的新家园!

回望历史，我们拥有辉煌的华夏文明;我们共同书写中华的传
奇!展望未来，我们拥有美好的明天，我们共同仰望同一片蓝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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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全国共有56个兄弟民族



劳动、战斗、生活在这片辽阔而富饶的土地上。各个民族都
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并各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语言
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尽管各个民族之间在历史上曾
经存在矛盾与不和，发生过冲突和战争，但各民族之间的经
济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一直是历史的主流。中华各民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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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就是爱国主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起着
作用。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得以形成、生存、
延续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政治基础。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是在爱国主义的旗帜指引下，我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
赶走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才诞生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
是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奋战
的结果。

社会主义祖国的成立，使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发生了质的变
化，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消除了
民族歧视，实现了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大团结，各族人民真
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在保卫祖国和建
设祖国的共同斗争中。各民族之伺交往与合作的密切程度，
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正是这种民族的大团结，大
统一、大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
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

民族的联合和国家的统一，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尽管在新中国建立以前，总的说来这种联合不可能是真正平
等的，统一也只是相对的，仍保留着某种封建割据状态。但
是，它毕竟给人民带来和平建设的环境，减少了某些民族统
治者为争权夺利而挑起民族仇杀的机会，排除了分裂时期许
多人为的障碍，为各族人民顺利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
件，从而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和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增强
抵御外来侵略的力量。因此，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必然表现
为为维护统一、反对分裂而斗争。古代史上魏晋南北朝和五



代十国两次大分裂以后又分别重归于统一的事实，是中华民
族伟大向心力的生动表现。汉族的隋文帝、宋太祖，蒙古族
的元世祖，满族的康熙帝，都为中国的统一建立了不朽功绩。

到了近代，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更支撑着我国各族人民的
爱国力量，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同帝国主义肢解中国领土、
破坏民族团结的阴谋;同民族败类的分裂主义活动，展开了英
勇的斗争。

历史一再证明，反对分裂，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是我
国人民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国际上的敌对势力，一直蓄意
挑拨我国各兄弟民族之间的亲密关系，企图分裂、肢解我们
统一的社会主义祖国。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也极力鼓
吹民族独立，脱离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大家庭。他们分裂阴谋
虽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反对，不可能得逞，
但他们的破坏活动也决不会停止。在当前世界上许多地方民
族冲突加剧，民族战乱不断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要从中
华民族的大局出发，从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维
护我国多民族统一的传统出发，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
族分裂，坚决同破坏祖国统一的言行作斗争。我们一定要认
识到，由于我国各民族已经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因而民
族发生分裂，必然引起社会动荡，甚至导致战争发生，这样
对国家、对民族、对每个人都会带来损失乃至灾难。相反，
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环境安定，各族人民可以安心地从事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相
互支持，共同发展。民族团结就发展，民族分裂就倒退，这
也是我国几千年历史发展所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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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统一思想，加强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把维
护民族团结、反分裂斗争摆在维护稳定工作的首位，深入贯



彻中央关于反分裂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反
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在维护祖国统一、维
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自觉在
思想上行动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高举爱国主义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进一步加深对
宗教的本质和“分裂分子”集团利用宗教分裂祖国图谋的认
识，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用马克思
主义宗教观，正确判断和处理宗教问题，积极引导宗教与社
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同时，要继续加强正面宣传教育，更加
广泛深入地揭露“分裂分子”集团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
的真实面目，要大张旗鼓地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加大正面舆
论引导力度，积极营造安定团结、遵守法律、和谐向上的良
好舆论氛围。

其次，立足实际，认清形势。首先要充分认识反分裂斗争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在社会和谐稳定环境
中的发展，没有稳定，绝不会有发展，更不可能有科学发展。
只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中推进
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才能使各族群
众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同创造利通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
展和长治久安的伟业。

长期以来，“分裂分子”集团一直处心积虑地破坏发展与稳
定，在这种形势下，迫切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真正把科学
发展观转化为推进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稳定的坚定意志、正
确思路、实际能力、政策措施和自觉行动，以更好地把握人
民的意愿，把握利通区发展进步的关键。因此，要通过深入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举一反三，准确分析和全面把握当前
反分裂斗争的新形势，始终紧绷政治这根弦，始终保持清醒
的头脑，始终保持临战状态，切实做好打大仗、打硬仗的准
备，坚决粉碎“分裂分子”的新一轮进攻，坚决维护祖国统
一，确保国家安全和利通区社会稳定。



第三，和睦相处，加强团结。多少年来，利通区各族人民和
睦相处，创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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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团结”的新局面;各民
族是一家，团结一心，共同繁荣、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团
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性和
政治鉴别力，深入揭批“分裂分子”政治上的反动性、宗教
上的虚伪性和手法上的欺骗性，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
想，坚决地同”分裂分子”集团分裂活动进行斗争，反对分
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维
护祖国统一。自觉地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还要进一步
提高讲政治、讲党性的能力和水平，牢固树立“民族团结无
小事”的思想，团结一切力量，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做好反分
裂和维护稳定工作，为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跨越式发展创
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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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经济的主体是物质丰富的创造，政治的主体是根本利
益的保障，那么文化的主体则是精神家园的耕耘。文化，是
民族延续的重要标志，是国民素质和科技水平的重要保障;传
统文化则是民族的认同与归属。然而，在一个人心愈发浮躁
功利化的社会，文化俨然成为一种奢侈品，似乎给人以可望
而不可及的感觉。因此，我们应该重建文化家园，解决精神
的归宿与寄托问题，守住民族文化的根脉，这是中华民族实
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须要求。

文化传承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精神的寄托和灵魂的归宿。
泱泱大国，不曾断代，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创造了光辉灿烂
的历史。在这曲折迂回但又不曾断流的文化潮流中，我们有
着无可比拟的传统建筑，我们有着引以为傲的传统文化，我
们有着修身养性的史书典籍。我们可以游故宫，览皇家王室
之恢宏;登长城，观群山环抱之雄伟;赏园林，品南水乡之柔



情;我们可以包饺子，盼游子归家之团圆;赛龙舟，思爱国屈
原之情怀;插茱萸，念异乡亲友之安危;我们可以吟唐诗，赞
平仄音韵之美妙;诵宋词，叹国家兴亡之苍茫;读小说，慨人
生命运之起伏……在中华文化的长河里徜徉，我们乐此不疲，
流连忘返。传承悠悠大国之风范，继承光辉文明之伟大，不
断地从经典中汲取营养，才能不断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文化虚无，是对民族文化的否定，是信仰的坍塌时代的悲哀。
大文豪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曾批判过对文化的不正确
做法。我们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既充满梦想
又不乏困惑的时代;这是一个抛弃传统，丢掉根本，一味奉
行“民族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时代;这是一个崇
洋媚外，一切都是外国的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正在割断自己的
精神血脉，努力把自己打扮成老外的时代，这种虚无主义盛
行、缺乏信仰的时代，它正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
式。所以，研究生考试出现的问题，就能理解。中华文化强
调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仁者爱人”等等思想。这些
思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它是滋养着
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血脉，深深融入每个炎黄子孙的
精神基因中，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内在动力，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发展。
进行文化的创新，就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用好
这湾源头活水，用其蕴藏的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进行文化创性，要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的立场，古为今用推陈出新，革故鼎新，有鉴别地加以
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既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厚今薄
古。进行文化创新，要认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认真汲取其
中的精华，发掘其时代价值，增强文化自觉性与文化的自信，
增强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按照时代发展需求，对文化内涵及
表现形式进行改造完善，激活其生命力。

“拂面春风好借力，正是扬帆远航时”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以一种更加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为



我所用的态度，正确地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使
中华的传统文化永远在世界民族之林熠熠生辉，发扬光大!只
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守住民族文化的根脉是我们时代青年
的责任和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