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数民族演讲稿 民族团结演讲稿(精选6
篇)

演讲稿具有观点鲜明，内容具有鼓动性的特点。在社会发展
不断提速的今天，需要使用演讲稿的事情愈发增多。演讲的
直观性使其与听众直接交流，极易感染和打动听众。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演讲稿吧，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少数民族演讲稿篇一

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多年前，一位从南疆来乌鲁木
齐闯生活的维吾尔族小伙，身无分文，饥寒交迫，蜷缩在一
个天桥下，努力抵御着乌鲁木齐零下20度的寒冬，奄奄一息。
一位汉族中年人，看他并非好酒，宿醉于此，只因穷困潦倒。
于是叫醒他，带他回家，中途在菜市场，买了两公斤羊肉，
一口崭新的锅，几个馒头。回家后拙劣地为这个维吾尔族青
年做了一锅“清炖羊肉”，维吾尔族青年狼吞虎咽之后，中
年人送了他200元钱，将他送走。

多年后那个穷困的维吾尔族青年，以他当年独闯乌鲁木齐的
勇气闯劲与语言优势，在外贸市场闯出了一篇天地。身价百
万计，生意之余，他也陪同他的外国生意伙伴遍游祖国名山
大川。但也不忘花费数万去寻找当年那位恩人，甚至曾悬赏
寻人，但一直未果。私下朋友们和他聊起这事，他才将恩人
一事全盘托出。

他说当年恩人相助，他最感动的，不是那一顿救命的饭，也
不是在当时还算“巨款”的200元钱，而是那一口崭新的锅，
那一口锅证明恩人是真心相助，而非怜悯他，可怜他。

那一口崭新的锅，证明恩人“尊重他的信仰，尊重他的民族，
更尊重当时穷困潦倒的他”。



这个感人的事例，不正真实地突出了个民族之间的团结互助
吗？

中国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着爱的民
族！爱，在民族团结中流淌；爱，在中华民族里洋溢！

少数民族演讲稿篇二

五月的天山南北，微风拂面，大地充满了无限生机与活力。
泽普县迎来了第27个民族团结教育月。民族团结教育月年年
有，可是今年的民族团结教育月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今天
我们隆重欢聚一堂，以演讲的方式歌颂民族团结，礼赞民族
团结先进个人王燕娜的感人事迹。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大
爱不分民族感天动地。

家住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桂林路社区的王燕娜，为了挽救我
县维吾尔族学生毛南江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无偿将自己的肾
捐献。并表示要自强不息，继续为加强民族团结，共建和谐
社会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是什么原因让出生在小康之家的汉族少女王艳娜不顾亲人的
反对，不顾未婚夫分手的威胁，毅然无偿捐肾挽救维吾尔族
高三学生毛兰江生命呢?原因在于她心灵无私天地宽，心中有
大爱。

我认为王燕娜做出了平常人难以做到的不平凡的事，为新时
代青年树立了民族团结和道德建设的榜样。

今年5月，是自治区第26个、我县第27个民族团结教育月。我
希望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和团员青年，努力向王燕娜学习，学
习她无私奉献，情注社会的优秀品格，学习她用血肉深情维
护新疆民族团结大好局面的高尚道德情操。人人心中有一种
超越血缘、亲情、民族的大爱，有无私博大的胸怀和闪耀人
性光芒的大爱，弘扬中华民族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传统美



德。为泽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
权限的发展、进步、繁荣、稳定营造良好的环境气氛，做出
新的贡献。

一曲优美动听的《我们新疆好地方》，唱出了两千二百万天
山儿女的心声。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新疆大地安定
祥和，到处奏响民族团结的凯歌。

民族团结月，凝铸同志兄弟情。新疆生活着维吾尔、汉、哈
萨克、回、蒙古等47个民族，数百年来，在抵御外敌入侵、
反对分裂祖国的斗争中，各族人民结下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谊。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和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民族宗教工作，贯彻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的民族宗教
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以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稳定和
经济发展，建立“平等、团结、互助、进步”的新型民族关
系。

民族团结，社会政治稳定，党和政府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
会神搞建设，人民安居乐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党和政府要花大量的精力来维护社会
政治稳定，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将受到极大的
影响，各族群众惶惶不可终日，安居乐业根本谈不上，各项
事业功亏一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遥遥无期。这样还会再次沦为他人任意宰割的羔羊。

中国民族团结，社会政治稳定，西方敌对势力最不愿意看到。
所以我们要从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中华民族负责的
高度，来认识和对待民族团结。

少数民族演讲稿篇三

（一）古尔邦节对于维吾尔族来说，有如汉族的春节，是最
隆重的节日。



去年夏天，妈妈带我到喀什游玩，正赶上古尔邦节。那天早
晨8点多钟，爸爸就和一些老乡们成群结队地到艾提朵清真寺
参加一年一度最隆重的仪礼去了。不一会儿，寺内外就人山
人海了，仪礼开始了，此时听不见往日城市的喧闹声，只有
大阿旬诵念古兰经的浑厚的男中音在空中回荡。在这庄严而
又肃穆的气氛中，成千上万排列成行的爷爷、叔叔们同时屈
膝跪下来向安拉祈求平安。

一个小时后，仪礼的各项仪式结束了，这时，一队鼓乐手们
在艾提杂清真寺的门楼上吹起了咬呐，敲起了阿格拉鼓，弹
起了冬不拉。一群梳着辫子，穿着五颜六色连衣裙的小姑娘
们和成百上千的其他观众都围在艾提朵清真寺前，我怀着好
奇心挤进人群，原来一群小伙子正在那里跳沙玛尔舞，欢乐
的曲调把节日的气氛带到了大街小巷，带到了每个家庭。

我跟随着妈妈去亲戚朋友家拜节，家家户户的桌上都摆满了
鲜美丰富的食品。有烤镶、炸傲子、手抓羊肉、葡萄瓜果„„
我们来到叔叔家拜节，一进门，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派华贵的
景象，地上铺着地毯，墙上挂着壁毯，炕上铺着床毯，五光
十色、风格各异。这时好客的主人端上来了一盘烤羊肉串，
羊肉串上撤着孜然、盐末和鸡蛋等作料。看起来肉色酥黄，
闻起来香沁心脾，吃起来外焦里嫩，风味独特，我边吃边赞
不绝口。

古尔邦节过去了，我也该回去了，可是我永远忘不了在喀什
度过的别有特色的古尔邦节。

（二）泼水节是傣族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阳历四月十三至
十五日）。傣语叫做“楞贺尚罕”，即“六月新年”或“傣
历新年”。实际上泼水节就是傣历的元旦，因为傣文历法，
新的一年是从六月开始计算的。

可是泼水节由来的传说却有两种。：很早以前，一个无恶不
作的魔王霸占了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并抢来七位美丽的姑



娘做他的妻子。姑娘们满怀仇恨，合计着如何杀死魔王。一
天夜里，年纪最小的姑娘侬香用最好的酒肉，把魔王灌得酩
酊大醉，使他吐露自己致命的弱点。原来这个天不怕，地不
怕的魔王，就怕用他的头发勒住自己的脖子，机警的小姑娘
小心翼翼地拔下魔王一根红头发，勒住他的脖子。果然，魔
王的头就掉了下来，变成一团火球，滚到哪里，邪火就蔓延
到哪里。竹楼被烧毁，庄稼被烧焦。为了扑灭邪火，小姑娘
揪住了魔王的头，其他六位姑娘轮流不停地向上面泼水，终
于在傣历的六月把邪火扑灭了。乡亲们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
活。从此，便有了逢年泼水的习俗。现在，泼水的习俗实际
上已成为人们相互祝福的一种形式。在傣族人看来，水是圣
洁、美好、光明的象徵。世界上有了水，万物才能生长，水
是生命之神。

相传在很久以前，金沙江边一个聚居在密林深处的傣族村寨，
因树林起火，村民处在被大火吞没的危难之中，一个名叫李
良的傣家汉子，为保护村庄，不畏危险，冲出火网，从金沙
江里挑来一桶桶江水，泼洒山火，经过一天一夜的劳累，山
火终于被泼灭，村民得救，李良因为劳累流汗流干了，渴倒
在山头上。村民打来清水给李良解渴，但喝了九十九挑水也
解不了渴，后来，李良一头扑到江中，变成一条巨龙，顺江
而去。有的人说，他变成了一棵大树。傣族人民为了纪念李
良，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之一天，每家房屋清扫一新，撒上青
松叶，并在选定的江边或井旁，用绿树搭起长半里的青棚，
棚下撒满厚厚的松针，两旁放上盛满水的水槽，午间太阳当
顶时，众人穿行于棚下相互用松枝蘸水洒身，表示对李良的
怀念和对新年的祝福。这项活动延续至今，成为傣族人民辞
旧迎新、祝福吉祥的节日--泼水节。

（三）壮族在八月十五这天，除了要赏月和吃月饼外，一项
重要习俗活动就是“闹哥孩”，因为组织者和参与者都是女
性，闹的对象是男性，所以叫“闹哥孩”，其实就是对歌，
内容一般不涉及爱情，多是有关史实、社会一类的，尽兴方
散。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畲族把这天视为走亲访友的好日子，
而陪客唱歌又是畲族的独特习俗。中秋歌节不但要陪客唱，
还要集中到县城去对歌。对歌的时候，男女各站一边，女的
还特别喜欢挤在一起，不参加唱歌的妇女，也要和歌者挤在
一起，以壮声势。

朝鲜族则用木杆和松枝高搭“望月架”，先请老人上架探月，
然后点燃望月架，敲长鼓、吹洞箫，一起合跳《农家乐舞》。

黎族称中秋节为“八月会”或“调声节”。届时各集镇举行
歌舞聚会，每村由一“调声头”（即领队）率领男女青年参
加。人员到齐后，大家互赠月饼、香糕、彩扇和背心，成群
结队。入夜便聚集在火旁，烤食野味，痛饮米酒，开展盛大
的对歌，未婚青年趁机寻找未来的伴侣。

每到中秋之夜，苗族全家团聚后，要到山林空地上载歌载舞，
举行“跳月”活动。男女青年在“跳月”中，相互寻找心上
人，吐露爱慕之情。

台湾高山族同胞每到中秋之夜，都要穿起美丽的民族服饰，
齐聚在日月潭边的月光下，男男女女玩起“托球舞”的游戏。

瑶族在中秋之日举行“舞火狗节”，舞火狗意在驱邪避邪。
是日，姑娘们叩拜完祖先，然后舞蹈，青年男子则在一旁燃
放鞭炮。待姑娘们玩够后，男女开始对歌。按照当地习俗，
姑娘必须参加三次以上的舞火狗活动，才能结婚。

虽然各民族的中秋节的习俗很多，形式也各不相同，但都寄
托着人们对生活无限的热爱和向往，都有“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的美好愿望。

少数民族演讲稿篇四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民族团结一家亲。



民族团结一家亲，是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事实也是
如此，因为我们的国家本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
56个民族，56种习俗，56种语言，56种文化，把祖国的大地
装扮的五彩斑斓，把祖国的天空描画的壮丽灿烂。谁能说流
行乐坛上没有维吾尔族音乐欢快的旋律?谁能说时尚元素中没
有各个民族特有的色彩?而我们生活在新疆的各族群众，更能
深深体会到各民族一家人的亲情。就拿我们学校来说吧，我
们身边有很多少数民族同学和老师，大家和睦相处，团结友
爱，互帮互助，共同学习。我们的汉族同学，谁没有几个少
数民族朋友?我们的少数民族同学，谁没有几个汉族伙伴?彼
此的信赖与默契，构建了我们的和谐校园，真正体现了我中
有你，你中有我，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新型民族关系。给
我们上地理课的维吾尔族老师，英俊高大，温文儒雅，关心
每一位同学的听课状态，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用精熟的
专业知识为同学们解疑答惑，用流畅的普通话开启了同学们
的智慧之门，充分展示的教师风采感染着我们每一位同学。

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县城，和少数民族
作邻居的家庭比比皆是。如果让我们的同学讲讲邻里关系，
热情好客，彼此尊重一定是大家共有的话题。民族团结的故
事平常而又温馨，多的讲也讲不完。

今年九月底，我县举办了首届自治区赛马锦标赛和第xx届阿
肯阿伊特斯盛会。赛马场上，哈萨克族骑手以他们娴熟的驾
驭技术征服了所有观众的眼球;广场上悠扬朴素的冬不拉弹唱，
似乎把人们带回到辽远的牧场，那里有青青的草坡，淙淙的
泉水。他们歌唱着自己幸福的生活，歌唱着党和政府民族团
结的好政策。花团锦簇的哈萨克族刺绣品，又好像让人置身
于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带领大家共同走向富裕。

我们多么幸运，因为出生在这样一个繁荣富足和平美好的时
代;我们多么幸运，因为和许许多多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一起，
感受着不同的文化，创造着共同的未来!



民族团结，是维系中华各民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民族
团结，是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团结，是推
动中华民族共同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民族团结，是中华
民族最伟大的不朽的灵魂!民族团结一家亲，让我们共同建设
美好的家园!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在新疆这个辽阔而宽广的土地上，有着我们祖国还未开发的
能源宝藏，他是诱人的，更是让人向往。为了我国的能源事
业，全国各地的骄子背井离乡，背负着祖国的希望共同创造
这片美好的家园。

人种的复杂，民族的多样化，对于我们这个人才集聚的地方，
只有团结才有创造未来，相互合作才能实现我们最美好的愿
望，所以做好民族之间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知识就是开启未来之门的钥匙，
作为我当地民族风俗文化的制约，维族同志技术和科技知识
稍作薄弱，所以提高民族同志的技术基础和文化基础，对于
我们工作和民族之间的和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文化上
共同学习，在技术上共同研讨，互相胁持，互相学习，定能
取得优异优秀成绩。 俗话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只有上下同心团结向上，才是最无穷的力量，才能真
正的创造未来。只有团结的力量，才能创造那美好的未来，
只有合作才能创造得出最美好的和谐。

一曲优美动听的《新疆好》，唱出了两千万天山儿女的心声。
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新疆大地安定祥和，到处奏响
民族团结的凯歌。

“团结月”凝铸兄弟情

新疆生活着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等47个民族，在



历代抵御外敌入侵、反对分裂祖国的斗争中，各族人民结下
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谊。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和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民族宗教工作，贯彻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的民族宗教
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以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稳定和
经济发展，建立“平等、团结、互助、进步”的新型民族关
系。在加强民族团结、搞好民族工作的实践中，自治区党委
和政府总结出一套成功经验，那就是加强对各族干部群众进
行民族团结教育，开展群众性的民族团结创建活动，使民族
团结的思想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1982年，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隆重召开新疆首次民族团结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发出了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把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的倡议，将每年5月定为全区的民族团结教育月。从此，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在天山南北广泛开展起来。

历史一再证明，反对分裂，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是我
国各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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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新疆人，我们一定要坚决把民族团结教育放在讲政
治的高度，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树立“三个离不
开”的重要思想，巩固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
族关系，凝聚起各民族团结一心，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力量，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坚定“三个离
不开”的思想，争做民族团结的楷模，让民族团结之花尽相
开放。

少数民族演讲稿篇五

面对高山，你一定会感慨她的气势磅礴;放眼大海，你一定会
惊叹她的汹涌澎湃;仰望青松，你一定会赞美她的高大苍翠;
俯看小草，你一定会称颂她的坚韧不拨……因为，在她们身
上，孕育着中华民族几千年不屈的精神!在她们身上，隐含了
中华民族数百年顽强的意志!。

岁月已然流逝，所留下的， 是一个个英雄的名字，正是他们，
挺起了中国人的脊梁，凝聚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自古以来，
无数仁人志士以爱国为崇高之志，以报国为终生之责。为了
中华的崛起，为了雪耻报国，为了振兴华夏，为了腾飞于世
界，他们发愤图强，凝聚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
神。它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积淀，是一种巨大
的精神力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推动着中华
民族的前进和发展 正是靠着这种伟大的精神。

要问中华民族精神，中华美德去哪了?同学们，少年兴则国兴，
小年强则国强，中华民族的精神由我们弘扬，中华民族的美
德我们来传承。

要让这一精神贯穿我们整个学习生活中，必须从我做起、从



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见到老师要问声好，给每位老师
带来亲切的问候，与同学相处时要少些唯我独尊的霸气，多
些关怀与帮助，善于捕捉他人的优点，多发现自己的缺点，
取长补短、步步为营。，继承并发扬自古以来尊师重道、善
待他人的民族精神。

下课后，能自觉保持学校优良的学习环境，走廊上、阳台上、
楼梯口、操场上，少些喧闹、少些追逐奔跑的身影，多些朗
朗的读书声，多些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多些捧着课外书津
津有味读着的小小书虫。让学校成为学习交流的宝地。

讲卫生，勤劳动是体现一个民族素质的重要部分，不破坏学
校的公物，不乱采摘花朵树叶，不折断树枝打闹嬉戏，不乱
丢废纸果壳，不随意吐痰、践踏草坪，同时还要尊重他人的
劳动成果，不恶意破坏，主动帮助打扫卫生的同学，齐心协
力使映照在蓝天下的美丽校园变得更加亮丽如新。

同学们，让我们携手共进，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中华美德，
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刻苦学习、
努力拼搏, 打好基础，为中华民族重振雄风，为人类文明与
进步做出贡献。

少数民族演讲稿篇六

1、蒙古族：“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
每年七八月间举行。

2、回族：开斋节、古尔邦节（宰牲节）、圣纪节。

3、藏族：藏历年是藏族人民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此外，还
有藏历4月15日的萨嘎达瓦节、7月上旬的雪顿节和沐浴节，
以及丰收在望时的望果节等。

4、维吾尔族：肉孜节（开斋节）、古尔邦节、诺鲁孜节等。



5、苗族：苗年、春节、四月

八、吃新节、龙船节、清明节。

6、彝族：传统节日是火把节。

7、壮族：比较具有民族特点的节日有中元节、牛魂节（又称
牛王节）、三月三歌节和吃立节。

8、布依族：传统的民族节日有过大年、三月三、四月八、六
月六、七月半等。

9、朝鲜族：元日（春节）、上元（元宵节）、寒食（清明）、
端午、秋夕（仲秋）五大节日，还有老人节、流头节等。

10、满族：春节、元宵节、二月

二、端午节、中秋节等。

11、侗族：春节、端午、中秋、重阳节等。

12、瑶族：节日较多，有大节日、小节日之分：大节日有盘
王节（盘王是瑶族人民的始祖、民族英雄）、达努节（达努，
瑶语意为不要忘记，是敬奉始祖密洛陀的节日），小节日几
乎每月都有。

13、白族：年节、三月街、绕三灵、火把节、渔潭会。

14、土家族：赶年、四月八、六月

六、大端午、七月十五等。

15、哈尼族：主要节日有十月年、六月年、尝新节，一些地
区也过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



16、哈萨克族：古尔邦节、肉孜节、诺鲁孜节。

17、傣族：泼水节（即傣历新年）、关门节和开门节。

18、黎族：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

19、傈僳族：过年节、收获节、火把节、中秋节。

20、佤族：春节、播种节（佤历气艾月公历三月）、“崩南
尼”、接新水节、取新火、新米节、堆沙节、取新火节、便
克节、开门节、关门节、汉历老年、七月半、火把节、中秋
节、拉木鼓节等。

21、畲族：春节、元宵节、三月三染乌饭祭祀祖先、清明节、
四月八造麦精饭、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十月祭多贝大
王节等。

22、高山族：各地不一，但比较流行的有春节、丰收节。

23、拉祜族：传统节日有新米节、火把节等。

24、水族：端节又称过端，水语叫借端，与汉族春节相似。
此外，还有端午节、清明节、七月半、六月六等节日。

25、东乡族：尔德节、古尔邦节（宰牲节）、圣纪节。

26、纳西族：传统节日有白沙农具会、龙王庙会和骡马会等。
此外，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火把节等。

27、景颇族：主要有新米节、目脑节。

28、柯尔克孜族：有肉孜节、库尔班节和诺鲁孜节。

29、土族：春节、端阳节、二月二等。



30、达斡尔族：春节、二月

二、端午节、农历正月十六的“黑灰日”等。

31、仫佬族：三年一次的“依饭”（欢庆丰收之意）节、春
节、走坡（青年男女进行社交的节日）、牛生日节和后生节。

32、羌族：春节、农历十月初一的年节（羌族以十月为岁
首）。

33、布朗族：开门节、关门节等。

34、撒拉族：开斋节、古尔邦节（宰牲节）、圣纪节。

35、毛南族：春节、中元、清明节，分龙节又叫五月庙，是
毛南族特有的节日。

36、仡佬族：春节和八月节等。

37、锡伯族：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

38、阿昌族：泼水节、开门节、关门节、会街节等。

39、普米族：大过年、大十五节、转山会、尝新节。

40、塔吉克族：肉孜节（开斋节）、台合木兹瓦司脱节（又
叫播种节）、兹完尔节（又叫引水节）、巴罗堤节（巴罗堤、
即八月）。

41、怒族：春节、鲜花节、祭谷神、祭山林节。

42、乌孜别克族：古尔邦节、肉孜节、诺鲁孜节。

43、俄罗斯族：复活节、圣母圣诞节等。



44、鄂温克族：敖包会、那达慕、米阔鲁、春节等。

45、德昂族：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做摆等。

46、保安族：开斋节（也叫尔德节）、古尔邦节（宰牲节）、
圣纪节。

47、裕固族：因信仰喇嘛教格鲁派（黄教），宗教节日是他
们的主要节日。传统节日除“点格尔汗”仪式和定期的宗教
节日外，还有春节。

48、京族：最隆重的节日是唱哈节，其他节日与汉族基本相
同，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盂兰节、中秋节等。

49、塔塔尔族：肉孜节、古尔邦节和撒班节（犁头节）。

50、独龙族：卡雀哇（独龙语，皇节之意）是独龙人一年中
惟一的节日。

51、鄂伦春族：主要有春节，也过端午节和中秋节。

52、赫哲族：春节、元宵节、“二月二”吃猪头等。

53、门巴族：“达娃觉尼巴洛沙”、“达娃当巴洛沙”
和“雀可节”（即望果节）。

54、珞巴族：藏历年、洞更谷乳木节、旭独龙节等。

55、基诺族：特毛且（过年）、新米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