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同铸 聚焦主线强引领
盛夏时节，在兴安盟科右中旗高力板镇老公司嘎查的

玉米地旁，忙完农活的村民们围坐在一起，不时发出欢笑声
和掌声。原来是科右中旗“家门口唠嗑队”宣讲员麦拉苏来
找大家“唠嗑”了。

“十几年前咱这都是土路，一下雨就误车。现在你看
看，路都是水泥路，还有住的房子也都变成了砖房，所以咱
们各民族的兄弟们得一条心，在党的领导下，生活一天比一
天好，大家有没有信心？”“有！”

麦拉苏声情并茂地讲，老百姓津津有味地听。作为嘎
查驻村第一书记，2021年底麦拉苏加入了镇里的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会，到田间、炕头和农牧民兄弟们“拉
家常”成了他的一项日常工作。

2021年8月，兴安盟创新成立了覆盖盟旗乡村四级的
1088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会，以“三学一带一
创”为主旨，开展“石榴籽同心筑梦”主题系列活动万余场、
覆盖各族干部群众超百万人次。

兴安盟充分运用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
心、促进会、宣传教育基地、实践创新基地“四个平台”，深入
挖掘和大力宣传民族团结生动故事和感人事迹，营造全区
域覆盖、全方位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浓厚
氛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
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兴安盟坚决扛起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责任，推动所有工作都紧紧
围绕，毫不偏离这条主线，出真招，求实效，探索实施盟委书
记专题谈话制度，不打招呼、不设题目、不定期抽选旗县市
党委政府和盟直重点部门主要负责同志“面对面”谈话，抓
住关键、推动责任落实。

“到底有没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面对面一谈就知
道。”兴安盟教育局局长张仲春是全盟第一个被书记专题谈
话的盟直部门负责人，他表示，抓好民族工作的责任重大，
通过书记谈话制度，全盟各级各部门更加重视民族工作，在
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给基层同志带来的示范意义
也显而易见。

同梦同行 共绘团结好愿景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写字要认真，做人要真诚

……”在书香、墨香满校园的兴安盟红城小学，每逢开学季，
孩子们都要在石榴园上开学第一课。

如今，像红城小学这样的“小石榴籽社团”已经覆盖兴
安盟所有中小学。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
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兴安盟加强各民族文化传承保护、
交融创新，守护好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兴安盟充分挖掘运用“一馆十址”等红色资源，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反映兴安盟各族群众脱贫攻坚题
材的电视剧《枫叶红了》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取材
三角山哨所真实故事编创制作、反映各族军民共同守边戍
边的电影《守望相思树》获中国电影华表奖。此外，创作《生

生不息的赞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一批文艺作品，
尽显红色兴安的新魅力。

暑假来临，走进科右前旗科尔沁镇平安村番茄公社，一
栋栋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错落有致，相映成趣。不时有三
三两两的游客前来游玩、休憩。

“我们番茄公社通过沉浸式乡村游、研学游的方式，不
仅让平安村成为全域旅游特色打卡地，而且成为全盟实施
各族群众互帮互助、互嵌式发展的样板，让乡亲们一起想、
一起干，日子越过越红火。”番茄公社负责人、“晓景计划”带
头人齐晓景说。

兴安盟将红色游、生态游、乡村游、研学游融合在一起，
让各族群众在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旅游体验中由衷感党
恩、坚决听党话，坚定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一处又一处自然风光，一个又一个文旅项目，聚沙成
塔，汇聚成“与山盟 与水盟 与兴安盟”，凝结成各民族兄弟
姐妹同梦同行的强大动力。

同创同享 幸福之花正芬芳
“我们一家两代人从伐木装车工到护林员，一直守候着

这片森林。”朱亚斌是阿尔山林业局天池林场护林队队长，他
的父亲曾经是一名伐木工，回想起往事他记忆犹新，“覆盖着
厚厚白雪的森林，嗡嗡作响的锯子声回响山间，仿佛就在昨
天。”2012年，阿尔山成为内蒙古率先实现国有林场全面停伐
的林区，朱亚斌和9.8万林业工人由砍树人转为看树人。

还是这片林，朱亚斌和家人经营起“林家乐”，从3间木
头房子发展到17个房间，年均收入30万元，找到了林下生
金的新路子。“我们放下斧头，开起了旅店、当起了导游。一
片林、一家人、一条心，中华民族一家亲。”朱亚斌说。

兴安盟坚定不移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
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坚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各
族群众享受到更多“绿色福利”。

兴安盟森林覆盖率和草原植被盖度达到 33.4%和
75.4%、分别高于全区10个百分点和30个百分点，成为全
区唯一同时获得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盟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的盟市。

盛夏时节的兴安盟，千亩花海绽放、万亩稻浪飘香。农区
变景区，农田变公园，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守着稻田致了富。

眼下，扎赉特旗绰勒银珠米业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
已经披上绿色新装，公司董事长朴成奎和社员们开始了夏
季田间管护工作。“很早我就有一个梦，就是在绰尔河畔的
黑土地上，和各民族兄弟一起种好水稻，闻着稻花香、吃上
白米饭、过上好日子。”朴成奎如是说。

朴成奎是扎赉特旗音德尔镇鲜光村一名勤劳质朴的朝
鲜族农民，也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他带领当地
汉族、蒙古族、满族各民族兄弟姐妹种植水稻40多年，摸索
出绿色有机水稻种植门道，打响了北方金稻·绰勒银珠金字
招牌，越来越多的乡亲跟着他实实在在地捧起了“金饭碗”。

以点串线、以线连片、以片带面，鲜艳夺目的民族团结
进步之花，绽放在兴安盟大地上。兴安盟先后创成11个国
家级、59个自治区级和221个盟级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涌现

出了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白晶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
人王淑琴、云峰、朴成奎等民族团结先进模范人物。

同治同乐 进步之果结满园
在多民族聚居的兴安盟，民族团结就像阳光和空气一

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已深深融入各民族的血脉。
“乌兰毛都是我梦中的家园，是我心中的思念永远的

摇篮……”把青春奉献在北疆草原上的天津知青王力，
是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获得者。她56年守护着乌
兰毛都草原和她的孩子们，两次放弃选调回城的机
会。她用半个世纪的坚守影响着身边一代又一
代人，守护草原，守卫边境线。

走进兴安盟扎赉特旗阿尔本格勒镇瑞秋
农牧专业合作社黑木耳种植基地，村民赵国
军和妻子娴熟地采摘着木耳。几年前，赵
国军还是建档立卡户，戴着贫困户的“帽
子”，难谈幸福更难找媳妇。在扎赉特
旗阿尔本格勒镇瑞秋农牧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马和平的帮助下，赵国军种起
了黑木耳菌棒，不但成功脱了贫，还
娶了媳妇，过上了幸福生活。马和
平是一位“80后”蒙古族青年，多年
来，他带领各族群众种植黑木耳菌
棒，让小小的黑木耳成为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接力棒”，目前辐射带动
600余户农牧户种植黑木耳，带
动1200余人就业增收。

兴安盟141万各族群众在中
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成百上千个“石榴籽
家园”“最美石榴籽家庭”将“北疆
枫桥 善治兴安”品牌擦得越来越
亮，激励着兴安各族儿女共守祖
国边疆、共创美好生活。

立足新时代，站在新起点。兴
安盟各族人民始终心向党，在连续
两次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盟”基础上，开启了创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盟的新征程，在全
国率先制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示范创建体系，全盟各族干部群众勠力
同心、团结奋斗，凝聚起全方位建设“模范
自治区”的磅礴力量，共同唱响同心
筑梦的时代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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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是石榴花开的时节。
纵目四顾，兴安岭上，到处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漫步其中，错落有致的亮丽民居、多姿多彩的民

族歌舞、互帮互助的邻里关系……处处展现着各民族相亲相爱的动人画面。
1947年，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成功实践，为内蒙古兴安盟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根

基。从此，红色基因、民族团结的优良传统深植兴安大地的肌体，成为流淌在各族儿女血脉中的遗传因
子，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竭动力。

如今，关于民族团结的故事仍在继续。近年来，兴安盟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锲而
不舍落实“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示范盟，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扛起兴安盟责任、展现兴安盟作为。

————兴兴安安盟盟铸铸牢牢中中华华民民族族共共同同体体意意识识工工作作纪纪实实兴兴安安
岭岭上上石石榴榴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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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的兴安盟盛夏时节的兴安盟，，千千
亩花海绽放亩花海绽放、、万亩稻浪飘香万亩稻浪飘香。。

▲▲乌兰毛都草乌兰毛都草
原水草丰美原水草丰美、、
牛羊成群牛羊成群。。

◀◀兴安盟将民兴安盟将民
族团结进步教族团结进步教
育融入特色课育融入特色课
程程。。

▼▼““唱响新时唱响新时
代代””活动走进活动走进
乌兰浩特市乌兰浩特市，，
促进各民族像促进各民族像
石榴籽一样紧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紧抱在一起。。

兴安盟良好的生态环境兴安盟良好的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