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大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扎实推进民族地区全面小康
社会建设，不断健全民族工作政策法规体系，切实加强党对民族
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省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
族关系的面貌、民族工作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
重要思想。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
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纳入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
学习内容，纳入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主体班次教学计
划，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全过程，推动学习贯彻走
深 走 实 、入 脑 入 心 。 先 后 举 办 新 时 代 民 族 工 作 理 论 与 实 践 研 讨
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民族工作重
要论述理论研讨会、构建新时代甘肃省民族工作体系研讨班等，
加强对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研究，形成
了一批研究成果。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工作体系的文件，明确构建宣传教育、创建工作、促进“三
交”、政策法规、研究支撑、风险防控、组织领导等 7 个体系的重要
举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体系建设走到全国前列。紧
紧围绕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部署的重点任务，组织开展“5+1”专题
调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推进新时代甘肃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
调研报告。召开了省委民族工作会议，对推进新时代全省民族工
作做出全面部署。

二是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我省相继制
定出台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施方案、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
和教育基地命名办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测评指标体系、深
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七进”活动指导意见等文件，对创建工作进
行全面安排部署，省财政设立 87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创建工作，
连续 18 年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连续 4 年开展民族宗教
理论政策下基层“百场万人”大宣讲活动，谋划实施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一廊一区一带”行动，倾力打造“河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走
廊”，持续建设“陇东南民族团结进步巩固区”，着力创建“沿黄河
—洮河民族团结进步提升带”，推动创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设
立 18 家首批甘肃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培训基
地、研究基地，为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工作提供有
力支撑。省委、省政府坚持每五年召开一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
会，每年命名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示范单位和教育基地，截
止目前，全省共有 147 个模范集体、156 名模范个人受到国务院表
彰，省委、省政府表彰模范集体 1026 个、模范个人 1922 名，全省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 530 个、教育基地 14 个，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市（州）6 个，示范县（市、区）22 个，示范单位 22 个，教
育基地 8 个，取得了“三个第一”，实现了“三个全覆盖”，即：酒泉
市是全国第一个非民族省份散居地区成功创建的地级市、兰州市
是全国第一个非民族省份散居地区成功创建的省会城市、舟曲法
官学院是全国法院系统第一个被命名的全国教育基地；全省民族
自治地方实现全覆盖、全省涉藏州县实现全覆盖、甘南州所有县
（市）实现全覆盖，创建工作成为“甘肃品牌”，进入全国“第一方
阵”。

三是全力助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更多从增进民族团结进
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角度出发，出台支持民族地区、涉藏州
县、临夏州、张家川县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政策意见，专门制定

“两州一县”脱贫攻坚实施方案和相关配套政策文件，编制实施民
族工作专项规划，扎实推进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扶持人口较少民
族发展、兴边富民行动、少数民族特色村镇保护与发展等工作。
省级财政对民族地区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系数高于其他地区 3 个

百分点以上，“十三五”期间省民委下达专项扶贫资金 16 亿元支持
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19 个贫困县
市全部摘帽，1191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历史性摆脱了绝对贫困，与全国全省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截至 2020 年
底，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三个翻番”“四个全覆盖”的显
著成效，即 :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较 2011 年实现翻番 ;通乡通村硬化路和乡村客车，州
县“三馆”、乡镇文化站和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学前教育到高
中教育 15 年免费教育 (除张家川县外 )，乡镇卫生院和行政村标准

化卫生室实现全覆盖。民族地区第一个民航机场建成通航 (夏河
机场 )，甘南州第一条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临合高速 )，临夏州第一
所大专院校揭牌成立 (临夏现代职业学院 )，甘南州、临夏州第一条
铁路开工建设 (兰合—西成铁路 )。

四是积极推动各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坚持把构筑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来抓，积极搭建各民族文化
交流互鉴平台，着力增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每年安排
省级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1200 万元，专门用于支持民
族文化繁荣发展。坚持每五年举办一次“石榴杯”全省少数民族
文艺会演，每四年举办一次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三
年举办一次“石榴杯”民族书画摄影展，每两年组织一次全省少数
民族参观团，每年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成为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重要平台，“石榴杯”也成为甘肃民族工作的一张“靓
丽名片”。 2021 年举办庆祝建党 100 周年“各族人民心向党”文艺
晚会，在创排中提炼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甘肃党史涉民族的

“六个第一”，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成果。“花儿”“格萨尔”入
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木
特藏戏”等 35 个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非遗项目入选国家级保护名
录。《凉州会盟》《陇原芬芳》《丢羊》《生根》等民族题材文艺精品
深受各族群众喜爱。出台《甘肃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专业职
称评价条件标准》，解决了多年来我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专
业人才高级职称无法在省内评审的问题。

五是持续推进民族事务法治化进程。坚持用法律保障民族团
结，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的意见》
精神，制定实施我省实施意见，全面梳理评估全省涉民族地方性
法规，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持续深化民族地区法治宣传教育，制定实施全省民委系统法治宣
传教育第七个五年规划，重点面向各族群众开展“精准滴灌”，不
断 增 强 各 族 群 众 自 觉 守 法 、遇 事 找 法 、解 决 问 题 靠 法 的 意 识 能
力。着力加强城市民族工作，开展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
境试点工作，与 19 个省（区、市）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出地流
入地协作机制，有序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按照“三个
不能”原则，把民族事务依法治理纳入社会治理范畴，坚持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一视同仁、一断于法，保证了各族公民平等享有权
利、平等履行义务。

六是不断健全党领导民族工作的体制机制。省市县三级和重
点高校党委普遍建立了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民族宗教工作领导
小组，与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一体运行。省里出台指导意见，
规范领导小组机构建设、会议制度和工作机制。将省市两级民族
工作部门归口党委统战部领导，仍作为政府组成部门，县级民族
工作部门与统战部门合署办公。立足多民族基本省情，省级和 2
个自治州单设民委。坚持和完善省民委委员制，新增 11 个省委部
门和群团组织为省民族工作重点联系单位，成为我省民族工作体
制机制的重大创新。建立下级党委向上级党委年度报告民族宗
教工作制度，提高民族宗教工作在市州领导班子年度考核中的比
重，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领导干部政治素质考察，民
族工作从“软任务”变成了“硬指标”。

由甘肃省委统战部指导，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甘肃日报、甘肃
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甘肃新媒体集团承办的“庆祝建党 100 周年，宣传
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媒体看甘肃·民族地区行”主题采访
活动圆满完成。此次主题采访活动主题解明、形式创新、亮点纷呈、成
效明显，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高位谋划，高效推进
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中央民族工
作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和伟大
业绩，广泛宣传在党的领导下，我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面貌、民族关
系面貌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创新交融的辉煌成
果。深入挖掘宣传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深入宣传
民族地区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瞩目成就，进一步激发各族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政治热
情，高起点谋划，高标准落实，省民委领导亲自部署、把关，多次询问
活动进展情况，并参与启动仪式，向采访团授旗并致辞。

二、媒体融合，赋能增效
此次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省内外 20 多家媒体参与，百余家媒体

进行了联合发稿宣传，活动在国家和省级各媒体上发稿数量、质量，宣
传影响力、覆盖面和宣传效果方面创历年之最，我省民族工作影响力
不断增强，在全社会营造出关心支持民族工作的良好氛围。

活动分为线下采访、线上连线两个阶段，线下采访共历时 8 天，往
返 1600 余公里。采访记者团从兰州出发，踏访“河州大地”临夏，前往

“雪域羚城”甘南，奔赴“华锐部落”天祝等历史文化名城，线上连线了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等。
活动开展以来，记者团运用图片、海报、短视频、H5 等形式，全方位、多
角度、立体式的开展报道，发现、记录、传播甘肃之美，用笔端和镜头
谱写民族团结绚丽新篇章，推出了一大批“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
的作品，深刻反应了我省民族工作取得的新经验、新做法、新成就，全
方位展示我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各
项社会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发生的巨大变化，大力宣
传民族地区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的瞩目成就，展示陇原各族儿女凝心聚力，拼搏实干，努力建设幸福
美好新甘肃的积极热情。

三、聚焦主线，出新出彩
本次主题采访团紧扣主题，发布了大量、优质的新闻报道，收获了

各大网端及网媒的关注转发。学习强国-甘肃学习平台发布的《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写在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成立
40 周年之际》向读者展示了积石山县成立 40 周年以来，感恩奋进的光
辉历程，表现了各族人民守望相助、休戚与共，安居乐业、亲如一家，共
同建设美好家园的和谐画面。《临夏市汇聚民族团结之力推动乡村振
兴》讲述了折桥村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以农家乐为特色的乡村旅游产
业，不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先后获得“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临夏州民族团结示范村”等称号的奋进事迹。《东乡：实现
乡村振兴，不拖国家后腿》记者走进习近平总书去过的甘肃省东乡族自
治县的高山乡布楞沟村。看到如今的布楞沟，在总书记的关怀下，通过
改进基础交通设施、团结各民族群众发展富民产业、解决群众“吃水难”
问题，历史性地摘掉了绝对贫困的帽子，昂首阔步踏上了乡村振兴的新
征程。一段段文字讲述发展成果、一张张照片记录岁月变迁、一个个镜
头瞄准时代变革，微海报、短视频、H5 各类宣传形式，全面、多元展示出
我省各民族干部群众手挽手、肩并肩，在致富奔小康的路上共同努力奋
斗的民族团结画卷，立体化宣传各民族团结创建工作取得的宝贵经验
和重大成果，为全省乃至全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工作贡献

“甘肃经验”。
四、形式新颖，效果明显
主流媒体矩阵发声，移动网端聚合亮相。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发

布原创信息 637 条，宣传稿件浏览量为 240 万+，转载量超过 360 万+。
甘肃新闻启动仪式当天收看人数达 12.34 万人次。百度搜索关键词

“媒体看甘肃·民族地区行”，相关结果约 3360 万+个；360 搜索关键词
“媒体看甘肃·民族地区行”，搜索结果约 211 万+个。中国新闻网等百
余家媒体转发关注了相关报道。

在本次活动进行期间，甘肃舆情数据研究中心专门为活动建立专
题舆情监测方案，实行 8×24 小时不间断实时监测，并成立专项监测小
组，做好突发应急准备。活动进程中舆论引导强劲有力、正面宣传效
果显著，收获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努力提高民族宣传工作水平。一是牢牢把握民族工
作领域意识形态领导权，主动权。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增强工
作主动性、预见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做强做大正面宣传，提
升舆论引导能力，推动新时代我省民族宣传工作更具凝聚力、创造力、
战斗力。二是着力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宣传工作格局。
以加强社会公众宣传为重点，以努力开拓宣传阵地为抓手，以不断创
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内容为基础，进一步探索、建立和完善国家、
省、市县三级民族工作部门协同、相关媒体参与、动员社会力量的集

“报、刊、网、端、微”五位一体的民族宣传工作机制，构建上下互动、横
向联系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宣传格局。三是创新宣传理念，
推动融合发展。进一步创新宣传方式，积极顺应民族新闻宣传新格局
和媒介发展新态势，找准宣传教育与社会心理的契合点，与民族情感
的共鸣点，与群众利益的结合点，坚持守正创新，努力打造一批有新
意、有特色、有亮点的媒体宣传产品，让政策接地气，让数据“动”起
来，让报道“活”起来，讲好民族团结好故事、唱响民族团结好声音、弘
扬民族团结主旋律、传播民族团结正能量，在全社会奏响“中华民族一
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激昂主旋律。

宣传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媒体看甘肃·民族地区行主题采访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民族工作综述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民族工作综述

脱贫了脱贫了！！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唱响和谐之歌，献礼共和国70华诞（中共肃北县委宣传部郑磊斌拍摄）

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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