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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乌兰浩特朝鲜
族学校，以民族文化艺术、
生产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第
二课堂充满活力，汉语诗
歌朗诵、朝鲜族舞乐演练、
传统手工制作，一系列独
具民族特色的教育活动培
养了孩子们的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培育和践行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通辽市蒙古族学校
“同频互动课堂”上，师生
们与旗县、苏木镇学校在
线同频互动教学，该课堂
自2016年在全市开设，深
受师生们的欢迎，推进了
城乡学校优质教育资源共
享。

民族教育是教育事业
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交
汇点、结合部。改革开放40

年以来，内蒙古
坚持“优先重点”
发展方针，推行

“两主一公”办学
模式，已经形成
了从学前教育到
高等教育、从普
通教育到职业教
育，层次结构合
理、具有鲜明民
族特色和时代特

征的完整的办学体系，走
上了质量效益特色相统一
的发展之路。

为了推进民族教育发
展，1981年自治区五届人
大常委会上作出了《关于
自治区教育工作的决议》，
2016年我区正式颁布实施
《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
条例》，进一步以立法形式
保障了民族教育事业发
展。

梁晶雯考入内蒙古大
学后读了一年的民族预科
班，之后的四年本科用汉
语授课，大学毕业后她参
加公务员考试，用蒙语答
卷成为了一名基层公务
员。她说：“作为一名少数
民族考生，各项政策的出
台让我受益匪浅，尤其在

基层当公务员，体会到了
蒙汉兼通人才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区为加强双语教育、培养
蒙汉兼通人才等提出了具
体要求并明确了一系列优
惠政策：自治区公务员考
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每
年不低于15%的岗位用于
定向招录蒙古语授课高校
毕业生。像梁晶雯一样的
少数民族考生受益于此。

“十二五”期间，我区正继
续组织实施“民族教育发
展水平提升工程”，确定
2011—2020年实施国家立
项的“民族教育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试点”。

从2003年起，自治区
财政每年安排民族教育专
项资金200万元，2013年
增加到每年6000万元。其
中，2018年安排140万元开
发拓展蒙古文教学资源内
容，推进民族中小学“三通
两平台”建设和“同频互动
课堂”建设与应用。

40年沧桑巨变，40年
砥砺奋进。我区以浓墨重
彩之笔绘就一幅让人民满
意、人人出彩的民族教育
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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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民族学院那达慕

文化节上的搏克比赛

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

旗西苏木诺图格幼儿园老师在

宽敞明亮的教室布置板报

2014年，包头市农村义务教育迎来了免费时代。图为土右旗

民族第二中学学生在食堂吃免费午餐

1984年8月28日，内蒙古师大蒙古语文学系研究生导师给研

究生讲解蒙古语文。1978年该系翻开了内蒙古民族教育史上的培

养蒙古语授课硕士研究生的新一页（资料图）

呼和浩特市民族实验学校的课间操———安代舞

兴安盟乌兰浩特朝鲜族学校老师用汉语教四年级学生表演

诗歌朗诵“我们快乐地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