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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4 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相关概念，并在十九大后，此概念被写入《中
国共产党党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弘扬民族精神以及促进民族交流的关键所在，在文化上我们要兼收并蓄，经济上互相帮
助，情感上更加亲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融。统一的中华民族认同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
为中国的多元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紧密的互动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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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育和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处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我们具有

十分重大的意义，也是中国在新时代共建共享发展的关键之处，同
时对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必然
要求。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他具有共享
性、差异性、可变性和可塑性。我们要理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心理起源、话语转变，可以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
必要的心理基础，为中华民族的继往开来创造更好的条件，为增进
民生福祉、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作出贡献。培育和铸牢民族共同体
意识，是对中华民族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也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事业有着深远意义。总书记指出，“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方
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1“加强中华民族
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所共有神家园，
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系民族
情感，民族团结的纽带，美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所说的：“一个社
会要是没有共同的信仰，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
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3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在迎来
重大历史机遇的同时，我们也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机遇与挑战
并存的特殊时期，更需要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要求我
们第一要坚持党的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我们在做任何事
情的同时要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摆脱了压迫进而创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昂首阔步的走向新时代，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继续推进。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具有忧患
意识，才能坦然面对国际局势的波谲云诡，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我们才能在面对风险时泰然自若、在应对重大挑战时
可以不惧风雨，才能克服重大阻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
挑战。第二大力发展经济，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们要准确识变、
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我国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新机
遇，是危机并存、危中存机、危可转机的局面。要辩证看待危机与
机遇的关系，加强忧患意识，在变化的环境中找到发展的机遇。要
充分发挥我国的经济发展优势，在国际竞争中赢得发展主动权。第
三发展优秀文化，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力
量的体现。我们常说“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可见文化
在一个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孕育出的优秀文明
沉淀出了优秀的民族文化，中华文化在不断传承和发展中日新月
异，正是有着这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滋润着中华大地的儿女们不断
前行。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是经历过 5000 年还存在的文明古，
历经数千年风雨的洗礼依然生机勃勃，在历史的银河中闪耀着独属
我们自己的灿烂星光。

二、加强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民族精神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脊梁就是这个国家和民

族的强大精神动力，是民族的灵魂和国家的支柱。21 世纪的朝阳冉
冉升起，历史的飞跃，谱写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辉煌，在这漫长
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中华民族形成了代代相传的美德：“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奋斗精神；“上
善若水，厚德载物”的宽广胸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的凛然正气。这些都是我们逐步积累起来的对国家和民
族命运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以爱国为基础，寄托着“先天下
之忧而忧”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从而汇聚了以时代创新和爱国主
义精神的长河，让我们在世界长河中一路前行，不惧风雨。在抗击
疫情的时候，那一个个逆行的身影是那么的感人，在面对强权时，
我们已不是百年前的我们，鲁迅先生说过：“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
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民族精神是凝聚中国
力量的精神纽带，推进民族复兴的时代伟业，我们必须有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的强大精神凝聚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根本的力量在人民，将人民的力量凝聚在
一起将是最强大的力量。在当今社会危机与机遇并存，我们要用中
国精神为纽带凝聚力量，用我们的智慧和力量去建设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努力拼搏也是就是为了祖国的美好明天以及自己的幸福生
活。“少年强则国强”大学生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和前行者，我们要
做到努力学习，爱护祖国大好河山，将自己的青春以及昂扬的斗志
转化为中国精神、中国动力，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
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人不会忘记今年战“疫”的种种感人画面，国人从这次苦
难中再一次证明了中国民族的伟大精神，团结一心的崇高信仰。人
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脊柱是一个民
族生存的动力，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
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

三、加强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交流
几千年来，在中国古代文明滋生的东方沃土上，先后存在过许

多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民族消失了，有些民族兴起了。随
着中国历史上各民族诞生和多元化发展，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反
复交替，各民族之间古老文明的交流互鉴，促成了中国各民族共同
发展繁荣。在改革开放后全国范围内，跨区域大流动出现在各个民
族间。少数民族从西部边缘地区大规模向东部和中部地区流动，据
不完全统计，全国共计流动人口大约为 2 亿，少数民族占比为百分
之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推动流入地的发展，首先，给流入地提供
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其次，提高了流入地的生产产能，促进了当地
经济发展；最后，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与融合。疫情无情人间有爱，
从一场疫情看到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建设；也看到了一个国家的凝聚
力以及相互关爱。民族团结是一个国家发展强大的基本动力以及建
设美好家园保护自己国家幸福的保证。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
一，是我们要坚持的原则底线问题，民族团结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国家繁荣昌盛、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维护祖国统一，我们要做到
反对一切破坏祖国统一、领土完整以及民族团结的活动。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今天，各族人民要团结努力奋斗，携手一致，拧成一股
绳形成强大的合力，共同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民族间的友好交
流交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路径，而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意识是民族交往交流的根本目标，他们两者彼此交融。

四、结语
我们要通过增强民族间友好互利的交往，而后营造出各族人民

安居乐业的社会条件，让各民族人民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相亲
相爱、互帮互助，以此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各民族人民交往的良好条
件和环境，通过相互了解促进感情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要做到植根于历史，更要着眼于发展，在共同团结奋斗中实现共同
繁荣发展，要做到大力弘扬民族精神促进民族交流。

参考文献
[1]闵言平.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J].中国民族，

2020(12):10-11.
[2]青觉.同心共筑中国梦[N].人民政协报，2020-12-14(009).
[3]吕翠微，高美惠子，孙广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文化认同路径探析[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38(04):
30-32.

[4]周俊利.铸牢民族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于文化纽带视角[J].民族学刊，2021,12(02):9-16+93.

[5]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9—
11—01．

[6]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
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0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