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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关注6

团结“心相连” 奋斗“手相牵”
———内蒙古扎实推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固纪实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叶文畅 苏永生 赵 娜 李玉琢 李新军

2018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锐意创新、埋头苦干，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脱贫攻
坚，扎实推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固，把祖国北
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一年来，2500多
万内蒙古各族儿女大力弘扬模范自治区的光
荣传统，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
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各
族群众心与心相连，手与手相牵，深入开展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
一步铸牢，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遍地开花———

四语检察官传递司法温暖

新春伊始，呼伦贝尔市喜事连连：捧回了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市的牌匾，成为继
兴安盟后我区又一个获此殊荣的地区；成功举
办了自治区第二届冬季运动会，为全国“十四
冬”锻炼了队伍，为各民族兄弟姐妹营造了一
个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体育平台。

和谐文明的环境，积极向上的氛围！这一
切与呼伦贝尔市长期扎实有效地开展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活动密不可分。在这里，42个民族
270万兄弟姐妹，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守卫
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走进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检察院，随处可
见蒙汉两种文字书写的“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
繁荣发展”“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等主
题标语。在特设的民族团结办公室内，干警们
自己制作的民族服饰、民族手工艺品琳琅满
目，少数民族政策法律书籍排列整齐。党组书
记、检察长韩峰说：“我们检察院46名干警中，
少数民族干警就有33人，7名班子成员中少数
民族占比达到85.7%。”

在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检察院，很多同志
都可以熟练地用少数民族语言接访，副检察长
乃日拉图和检察官敖云是全区检察机关48名
蒙汉双语人才库里的成员，而且是仅有的2名
能使用四种语言的检察官。

2月18日，初春的鄂温克旗，积雪未消。脸
颊冻得通红的达斡尔族检察官敖云刚从扶贫
点回来，这两天她正在为贫困户们销售奶制品
的事多方协调。敖云在当地群众中非常有亲和
力，她能够用汉语、蒙古语、鄂温克语、达斡尔
语与群众交流，多次成功调解了不同民族群众
之间的纠纷。

“上访的群众都是带着情绪来的，我先给
他们倒杯水，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与他们交
流，加深理解，沟通的效果就比较好，有时候甚
至谈话间就能解纷息讼。”敖云说。

在伊敏苏木巴彦塔拉嘎查扶贫点，利用语
言优势，敖云多方协调，为贫困户们举办了奶
制品技能培训班，并通过检察微信平台帮助贫
困户销售奶制品。她还是蒙古族贫困户乌尼尔
家的主心骨。乌尼尔的女儿2017年考上大学，
敖云多方努力，为她争取到了各类助学金、专
项资金共计4.8万元，还联系爱心人士每月为她
资助500元，直到大学毕业。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远程视频
接访、节假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牧区普法、成
立蒙汉双语扶贫工作队……鄂温克族自治旗
人民检察院始终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检察
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真情实意为少数民族
群众传递司法温暖。

这样的团队，这样的故事，在美丽辽阔的

呼伦贝尔大地随处可见，平常而又温馨。大家
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各民族心手相连，才能繁
荣富裕、才能安居乐业。

陈巴尔虎旗巴彦社区，8957名居民中有
少数民族人口7619人，蒙古、汉、鄂温克、鄂伦
春等11个民族、4631户居民在这里和睦相处，
其乐融融。

社区里，由少数民族担任的党员小组长、
居民小组长、楼栋长、少数民族网格员、党员先
锋岗遍布各个楼栋，他们及时反映各族群众的
意见和建议，积极为社区居民服务。社区还不
断创新载体和方式，注重从少数民族文化中汲
取营养，在那达慕、瑟宾节组织各种文体活动、
评选表彰民族团结最美家庭，营造了各民族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氛围。

巴彦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宫晓杰
指着正在活动室教大家跳舞的蒙古族大妈包
秀玲说：“这位老人家是我们社区的热心人，带
领社区艺术团参加过第九届全区少数民族运
动会的开幕式表演。2017年，她65岁时终于如
愿以偿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不仅铸牢了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效提升了群众的文明程
度，还增加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陈巴尔虎旗委宣传部副部长塔娜说。

一年来，自治区通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
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苏木（乡、镇）、进学
校、进寺庙工作，拓展了创建工作覆盖面，推动
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
与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格局。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有一种幸福叫“在清泉街社区做邻居”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
时强调，加强民族团结，基础在于搞好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一年
来，自治区以社区为载体，把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有
机结合起来，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让群众在
潜移默化中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五个认
同”“两个维护”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正月十四，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
彩灯高照，社区大门上两行大字愈加夺目：民
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今年咱社区的元宵节专场演出可真热
闹！”67岁的朝鲜族老人金福姬在社区活动室
兴奋地和街坊邻居们打着招呼。

伴随着悠扬动听的旋律，身穿蒙古族服装
的大妈们在社区活动室翩翩起舞。

“社区组织的这些活动，我们可喜欢了！能
展现自我，还能学习交流其他民族的优秀文
化。你看，蒙古族舞蹈节奏明快、热情奔放，我
们朝鲜族舞蹈柔婉舒缓、潇洒飘逸，各有各的
美！”金福姬手舞足蹈，边比划边说。

72岁的回族大娘靳秀梅，不停地随着音乐
打着节拍。“我岁数大了，不能上台表演。可是
一有活动，我最积极，早早就赶过来，一边看节
目，一边还能和大家聊天、联络感情！”靳大娘
骄傲地说：“咱社区经常举办各种活动，街坊邻
里相处得好，我也是社区的志愿者呢！”

歌声不断，掌声不停。在这个居住着蒙古
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藏族、回
族、满族、朝鲜族、维吾尔族等832名少数民族
群众的社区里，一片片欢声笑语，满溢着幸福
与温馨。

20多年来，辖区面积只有0.36平方公里的
清泉街社区先后获得“全国爱老敬老模范社

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社区”等称
号。

清泉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武荷香
说：“每逢重要时节，社区都会组织丰富多彩的
活动，宣传民族政策法规和各民族团结向上的
理念，将其融入家庭文化、楼院文化、广场文化
的创建活动中。”

“我们社区民族多，大家相处得特别融洽，
每逢春节、中秋、端午，社区都组织大家在一起
包饺子、做月饼、包粽子，品尝百家宴，就像一
个大家庭。”金福姬说。

文化活动越来越丰富，大家越来越熟络，
交流交往越来越多，民族感情也越来越深厚。
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各族群众增进了对伟大
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逐渐形成了各民族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牢固精神纽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决定着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发展方向，必须
在各民族中大力培育和践行，坚持从小就抓、
从幼儿园就抓。每周五下午四点半，清泉街社
区的老教师、老党员、老干部、老战士、老先进
就会为社区内的孩子们辅导功课、进行爱国主
义和传统文化教育。

“社区利用宣传栏、‘LED’电子屏幕等文
化宣传阵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区域自治
法等，提高全社区各族群众的民族团结意识，
营造各民族团结进步、平等互助、和谐发展的
良好社会氛围。”武荷香说。

“96岁的社区汉族居民李清泉老人虽然生
活极为简朴，衣服袜子总是缝了又缝、补了又
补，但是听到蒙古族学生小云以600多分的成
绩考入南方某大学临床医学系却无力支付学
费，他立马捐出2000元钱帮助她。”

基层工作推得稳，关键在于顶层设计抓得
准。呼和浩特市制定了《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边
疆稳固的实施方案》，把民族团结教育内容纳
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各领域，推动
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知识进教材、进课
堂、进头脑，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教育广
大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
观，为扎实推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固夯实了基
础。

让各民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其日麦拉图工作室的辐射效应

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扎实推
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固，必须大力发展民族地
区经济，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民族传统手工艺孵化
基地有个皮雕工作室在当地小有名气。

工作室创始人、蒙古族皮雕工艺师其日麦
拉图说：“作为鄂尔多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我想成立一个工作室更好地传承皮雕艺
术。由于缺少资金，在工作室成立之初遇到了
不少困难。东胜区民宗局在民族传统手工艺孵
化基地免费为我提供了工作场所。还先后为我
争取了60万元的项目发展资金。”

为了帮助少数民族群众传承民族传统手
工艺，东胜区设立了民族传统手工艺孵化基
地，用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为少数民族创业者提
供平台，开展民族手工艺品制作技能培训，帮

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
现在，其日麦拉图的工作室不仅有了发

展，还为更多群众提供了就业机会。先天聋哑
的汉族兄弟郝瑞军，在工作室中学习了皮雕技
艺，已经成为技艺娴熟的皮雕“匠人”，每年有3
万元的收入，自食其力的滋味让他重建了自
信。

家住杭锦旗锡尼镇的阿木尔古楞，只需要
定期将在家做好的皮雕工艺品交给其日麦拉
图就可以领到工资，这样他就可以安心在家照
顾年近八旬的父母了。

其日麦拉图的微信里有个叫“一针一线”
的微信群，群里的成员都是居住在东胜区民族
传统手工艺孵化基地附近的居民。如果其日麦
拉图的工作室里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只要在
微信群里一招呼，各族兄弟姐妹就会立马赶
来。

51岁的汉族大姐孙宝娟就是这个微信群
里的一员。说起由苦变甜的日子，孙大姐感慨
地说，“我身体不好，很难在外面找到工作。现
在一出家门就来了工作室，活儿不累，还能领
工资，日子比过去强太多了。我们工作室里有
蒙古族有汉族，大伙儿就像一家人。”

其日麦拉图的工作室有了发展，蒙古族木
雕手工艺人奥特根今年也入驻到这个基地。不
善言辞的奥特根坚定地说：“政府扶持了，咱也
得积极参与进来，好好干才行！”

东胜区还鼓励手工艺人搭建互联网平台，
让民族特色工艺品搭上“互联网+”的顺风车，
实现产品线上线下同步销售，让民族手工艺制
品进一步走向市场。

“我们已经开始搭建互联网站、微信等平
台。互联网站在今年4月就能同大家见面。”其
日麦拉图兴奋地说。

“有政府这座大‘靠山’，咱才能有底气有
信心更好地发展。下一步，我打算将更多的民
间手工艺‘匠人’聚集在一起，带领大家一起去
追梦！”说起未来的发展，其日麦拉图信心满
满。

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助推少数民族群
众脱贫攻坚紧密地结合起来。从2015年起，鄂
尔多斯市本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每年递增
20%，2018年达到1210万元。2015~2018年少数
民族发展资金项目基本实现少数民族国贫户
全覆盖，4年来带动国家级贫困户实施项目共
计443户926人次。目前，鄂尔多斯市建档立卡
少数民族贫困人口仅剩25人，全市唯一的自治
区级贫困旗杭锦旗也于2018年脱贫摘帽。

自治区民委主任奇锦玉说：“2018年自治
区共争取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少数民族
发展支出方向）57469万元，向57个贫困旗县
下达资金43089万元；自治区本级安排少数民
族发展资金7800万元，向57个贫困旗县下达资
金6110万元。自治区民委还举办了全区第三期
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品制作培训班，对来自全
区贫困旗县的100名农牧民学员进行集中培
训。目前全区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已由2017年底
的8.6万人减少到2018年底的3.2万人。”

“天无界我们心相连，地无边我们手相牵。
心相连啊手相牵，共建美好大家园。”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扎实推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固的殷
切嘱托，在建设新时代模范自治区的大道上，
内蒙古蹄疾步稳、砥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