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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研究 
——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例 
刘  利  张  琳  唐丽兰  杜丹玉  王丽芝 

（中共怒江州委党校  673202） 

摘要：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就是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十八大以来，怒江州始终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不断强化政治引领、加强经济建设、凝聚群众力量、共筑精神家园、打造优美环境等五个方面，

走出了一条符合怒江州多民族、直过、边疆、高山峡谷特点的铸牢中华民共同体意识建设之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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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

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北连西藏自治区的察瓦洛，

南接保山市，东靠大理市、丽江市和迪庆藏族自治州，西与缅甸毗

邻。国境线长达 449.46 公里。境内居住着傈僳、怒族、独龙族、

普米族等 22 个民族，是全国民族族别最多和人口较少民族最多的

民族自治州。其中傈僳族、独龙族、怒族等少数民族从原始社会直

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怒江州总人口约 55.3 万，少数民族人口

51.9 万人，占总人口的 93.9%，民族工作尤为重要。 

在党领导下，十八大以来，怒江州始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融入到全州各项工作中，结合

怒江州“边疆、民族、宗教、直过、高山峡谷”等实际，深入开展

“四级联动”和“十进”示范创建活动，深入实施沿边三年行动计

划、 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创建工程，2021 年怒江州被命名为

第八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3]在坚持党的民族工作要求基础

上，创新方式方法，走出了一条符合民族工作要求、富含时代特点、

又有怒江特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路，奏响了中华民族一家

亲、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繁荣的民族团结时代最强音，

呈现一番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优美、

人民幸福的美好景象。 

一、强化政治引领：巩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

基础 

坚持党的坚强领导，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保证。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党的领导是民族工作必须始

终遵循的行为准则。怒江州始终把做好民族工作作为重大的政治任

务，自觉把民族团进步创建工作放到全国发展的大局中思考，放到

云南省民族工作的大局中谋划，置身于怒江高质量发展中去部署，

既立足州情，又结合全省、全国。在坚持党的领导下，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建设高位推进、上下联动、全面铺开。“2046 个基层

党组织全部完成“边疆党建长廊”示范创建 29 个乡（镇）255 个行

政村全部完成“双整百千”达标创建”[2]，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共产党的好说不完”、“感恩共产党，

感谢总书记”等主题活动，全面聚焦“民族”“团结”“进步”“共

同体”等关键词，在各县（市）、乡（镇）、社区、村发展的关键

环节破题，从全局、全面出发谋划创建工作，形成了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与各项工作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良好氛围。 

二、加强经济建设：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

基础 

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是民族团结进

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和前提。十八大以来在党的领导

下精准扶贫政策成效明显，在全州各族人民的团结努力奋斗和社会

的亲情助力下，怒江州实现千年蝶变。在怒江人民眼里“怒江每天

都在变，每时每刻都在进步”。十三五期间，“全州地区生产总值

和固定资产投资两项指标双双迈上“200 亿元”新合阶。与 2015

年相比，地区生产总值增加 97.6 亿元，年均增长 10.3%;固定资产

投资增加 106.9 亿元，年均增长 15.9%，5 年实现翻番;财政收支分

别突破十亿和百亿元大关，年均增长 10.9%和 25.07%;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7.7%和 10.3%.各项主要指标增幅居全省前

列，泸水、贡山和兰坪先后获评云南省县城跨越发展先进县。”[3]

经济综合实力大幅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不断

夯实。 

三、凝聚群众力量：牢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

基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上是做人的工作，是一项民心

工程。保障改善民生，赢得人民群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社会基础。十八大以来，怒江州人民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始

终秉承民生优先，民生福祉得到改善。一是稳就业和保就业两手抓，

新开发生态护林员护路员等公益性岗位 5.45 万个，转移农村劳动

力就业 53.43 万人次；二是教育更加公平。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中小学 444 所，新增校舍面积 78.52 万平方米，学前教育实现“一

村一幼”，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整体实现，新增劳动力平均

受参教育年限达 12.2 年；三是医疗卫生保障稳步推进。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 95.03%，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 94.11%；三

是住房有保障。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改造农村危房 4.28 万户

受益群众 13.9 万人。建成 67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10 万农村群

众搬出大山、迁入城镇，实现了从“千脚落地权权房”到“城乡广

厦千万间”的历史巨变，千百年来压在怒江各族人民头上的贫困大

山被彻底挖掉，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民生保障事业实现历史性

突破，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前所未有，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

往不断被实现，共产党的好深深的印刻在怒江各族人民的心中国，

凝聚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泛力量；四是“坚持交通先行，

推进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四好农村路”建设，全州公路总里

程达 6658 公里，比 2015 年增加了 1082 公里。行政村 100%通硬化

路、通邮、通客，自然村硬化路达 77.16%，保泸高速建成通车，彻

底结束了怒江无高速公路的历史，美丽公路、怒江大道等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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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盐都隧道全线贯通，中交连心桥、木尼玛大桥等 138 座各类桥梁

投入使用，天堑变通途；五是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民族宗教事务

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不断提高，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区域自治法》，切实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中华民族一

家亲的理念成为广大群众的广泛共识。 

四、共筑思想基础：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有

精神家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近年来，怒江州通过形式多样、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

强对人民群众的引导教育和宣传，构筑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思想基础。一是广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

人类沟通交往和传递情感的工具，国家通用语言是人与人、各民族

间进行交流交往交融的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需要充分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基础性作

用使之成为达成各民族民心相通、文化融通的桥梁成为促进各族人

民打开智慧之门、未来之门的钥匙”[4]结合怒江州少数民族人口多、

汉语普及率低的现状，除学校教育外，2021 年怒江州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及 7 个分中心和 9 个志愿服务示范站先后成立。以州实践中

心为主轴，结合实际整合资源，通过理论宣讲、教育服务、文化服

务、科技与科普服务、健身体育服务、劳务技能服务六大平台，以

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职责，健全志愿

服务体系、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形成百姓“点单”、中心“派单”、

志愿者“接单”、群众“评单”相贯通的工作模式。深入县、乡、

村、社区开展“语润怒江”推广普通话活动，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同

体意识的“新引擎”。充分发挥自媒体作用，怒江州融媒体积极发

声，截至 9 月“语润怒江”推广普通话线上教学共推出 29 期，让

群众能随时随地学，同时在 67 个易地搬迁安置点装设播报装置，

就殡葬改革、新时代公民道德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规民

约，以及党史知识等进行双语播报，不断提升普通话的推广效果，

提升群众的汉语交流能力和对增强五个认同；二是充分发挥经典影

视剧的价值引导作用。在易地搬迁安置点不定时播放傈僳语版的经

典影视作品，如战狼、中国机长、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等体现

中国精神的影视作品，引导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

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三是打造一批具有怒江特色的歌

舞。如《丰收赋》《哦得得》《独龙姑娘》《歌声飞出心窝窝》《普

米心向北京城》等充满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并依托珠海、上海浦

东帮扶，向全国、向世界展现怒江文化，发出怒江声音，不断增强

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四是树先进典型，营造民族进步的良好氛围。 

五、打造优美环境: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态保

障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打造优美宜居环境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题中应有之意。十八大以来，怒江州生

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人们对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生活环境的期

望不断被实现。怒江州森林覆盖率从 75.31%提高到 78.9%，位居

全省第二位。贡山县被命名为第三批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怒江州被授予第四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称

号，美丽县城、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建设全面推进，美丽宜居成为

怒江闪亮名片，为怒江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绿色生

态的环境。 

六、怒江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困境与路径分析 

随着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深入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

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共同体理念认同感不断增强，但涉及民族因素

的矛盾纠纷也在上升，由于多民族、直过、高山峡谷等先天不足，

后天发展乏力，致使共同体意识仍然面临着一些困境。一方面，人

民群众思想观念落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有待提升。独龙族和怒族、

傈僳族都是从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受原

始社会或奴隶社会思想观念的影响深远，加之大多生活在高山峡

谷，与外界交流较少，致使群众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较低。直至

21 世纪，仍有相当一部分的傈僳族、独龙族、怒族甚至白族、普米

族的中老年妇女从未接受过教育，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同时，宗

教点多面广，复杂多样。境外宗教势力的渗透仍然存在，渠道多样，

加之由于基础群众的文化素质较低，对宗教文化的认识不清，思想

认识有偏差，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还不够高，加大了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工作的难度。另一方面，语言交流沟通不畅，宣传教育

难度大。当前仍有相当一部分的基层群众听不懂汉语，不会说汉语。

而干部队伍中也有一部分听不懂少数民族语言，从而使宣传教育双

方陷入两难的境地，共同体意识建设工作开展难度大。此外，干部

队伍建设内卷化，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数量总体不足，专业面窄，高

层次、高素质人才相对匮乏。“在怒江州各级各部门中，干部职工

总数为 18543 人，其中中专及以下学历的有 1578 人。专业技术人

才 11852 人，但工程技术、农林牧渔技术人员、科技人员仅有 2368 

人。”[2]加之怒江州地处高山峡谷，基础设施等资源不充分，经济

社会发展落后，社会发展缓慢，导致怒江州整体面临人才队伍“培

养难、引进难、难留住”的问题突出。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人与人的关系，恰需要大批思想素质高、本领强、业务精等队伍

推进。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怒江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步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永远在路上，持续推党建促创

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对群众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思想引导，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坚持宗教中国化，坚持绿色发展，持续推进现代化

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通过完善如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以

及关乎民生福祉的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帮助引导人民群众实现

知识脱贫、技能脱贫和精神脱贫，从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不断增强对中华民

族文化的认同，凝聚共识，铸牢铸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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