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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以来，昌吉市始终坚持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
力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全面推进各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形成了各族群
众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社
会环境。

着力构建教育平台
打通融入关键点

昌吉市深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健全完善教育常
态化机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
育、社会教育，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
人全过程。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站、所），在全市深入开展红色教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有力推
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学校教
育、行业规范教育、乡规民约和家风建
设之中。创新宣传教育载体，采取“文
艺+宣讲”“互联网+宣讲”等形式，引
导各族群众多说有利民族团结的话，
多做有利民族团结的事；创新形式，采
取“沉浸式体验+互动式引导+可视化
呈现”宣传教育模式，打造实体化载
体、开展分众化教育、发挥示范性引
领，采用各族群众便于参与、乐于接受
的方式方法，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引导各
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
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
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高度认同。让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根植各族群众心灵深处，推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走
深走实、有感有效。

着力弘扬中华文化
探索融入结合点

文化润疆，滋润心田。习近平总
书记的要求，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
要更加注重发挥文化润心铸魂、凝聚
人心的作用。

昌吉市通过新疆大剧院、昌吉小
吃街、昌吉恐龙馆等一批烙刻着中华

民族共同文化基因的地标性建筑、街
区，耳濡目染、情感熏陶、行为塑造，使
各族群众极大地凝聚共识、团结人心、
汇聚合力；昌吉市深度挖掘和开发红
色历史资源，推进文化润疆工程，挖掘
打造昌吉市清代粮仓博物馆、新疆新
辉红色记忆博物馆等一批反映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展馆，让历史发声，让文物
说话，广泛用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
方面，让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入
人心；依托文化遗产日及传统节日，举
办非遗手工技艺项目展示，推广新疆
社火、哈萨克骨雕、新疆曲子等代表性
项目，推动了各民族文化互嵌交融、创
新发展。目前，哈萨克骨雕、民族特色
饮食等17个项目列入区、州首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着力选树先进典型
激发融入共鸣点

树立创建品牌，深入开展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十一进”活动。评选出一
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好科室”

“好学生”“好大院”“好邻居”“好楼栋”
“好家庭”“好居民”等。大力宣传苏玉
琴、张岩等一批民族团结进步典型人
物和典型事迹，形成“民族团结进步+
红色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人
物”等系列品牌，发挥来自乡镇、街道
的25个草根宣讲团的作用，组织深入
村、社区、学校开展大规模“十百千万”
宣讲活动，累计开展各类巡回宣讲
332场次，受教育群众达10万余人次；
为5个各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
15名个人、52名道德模范“画像”、为
7100 余户民族团结家庭拍摄全家
福。通过选树和培育一批自治区民族
团结先进典型，形成“人人讲团结、人
人争模范”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
使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
连、不可分割的情感纽带日益牢固。

着力打造宣传阵地
营造融入氛围

积极打造线下宣传阵地，依托红
色博物馆群，创建了一批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全市各
乡镇街道设置大型户外宣传牌，在醒
目位置张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宣传标语，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
文化、实体化、大众化。积极打造线上

宣传阵地，以昌吉市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微信公众号为引领，通过新
媒体平台打造集成发布媒体群，开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专
栏，打造“昌吉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抖音账号，主要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享共
乐共事的和谐画面。讲好民族团结进
步故事，营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浓厚社会氛围。

着力加强社会管理
提升融入幸福

积极打造共享、共治、共建的基层
社会治理格局，昌吉市制定构建互嵌
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责任落实方
案、出台经济补助、财税减免等配套优
惠政策，鼓励各民族相互嵌入式居住，
培育互嵌式村（社区）、楼栋、单元
1020 个，互嵌式企业、市场和经济街
区 65 个，各族群众同社区共单元、同
企业共班组、同机关共科室的生活常
态得到巩固升华，推动各族群众逐步
实现了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
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促进各民族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选优配强

“访惠聚”驻村干部，选派愿意投身基
层、熟悉基层、服务群众有激情、能打
胜仗的骨干，科学组建“访惠聚”驻村
（社区）工作队，累计选派“访惠聚”工
作队 134 个共 3000 余人次，投入 1 亿
余元办实事好事6700余件，切实做到
密切联系群众、融入群众、服务群众。
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充分挖掘和有
效运用博物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站、所）、新疆新辉红色记忆博物馆、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等红色教育基
地，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
新疆历史，特别是民族发展史，树牢中
华民族历史观，铸牢中国心、中华魂。
在昌吉市，不分彼此的互嵌式社会结
构为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交心和深度
交融提供了条件，各民族同胞和睦相
处、亲如一家，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拥抱在一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深深扎根心田。

昌吉市民族团结之花结硕果——
2022年7月昌吉市获“自治区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示范市”。

本报讯 记者刘辉、通讯员刘芳红报道：4月28
日，昌吉市模拟煤矿冲击地压事故应急救援实战演
练在兖矿硫磺沟煤矿举行。

本次演练由昌吉市人民政府主办，昌吉市应急
管理局和兖矿新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硫磺沟煤矿承
办。昌吉州矿山救援大队、昌吉市公安局、市委宣传
部、卫健委等部门参加了演练。

本次演练模拟井下掘进工作面受冲击地压影响
引发冒顶，致使2名矿工被困迎头（巷道最深处的作
业位置）为背景展开，煤矿调度中心接到事故电话
后，迅速启动煤矿应急响应，开展先期自救行动，在
发现救援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启动了昌吉市煤矿生
产事故应急救援响应，各有关单位接到命令后迅速
赶赴现场，成立应急救援指挥部，各相关救援专业组
按指挥部分工开展救援工作。经过3小时救援，被
困人员脱险，演练取得圆满成功。

4 月 25 日，昌吉市建国路街
道组织辖区残疾人士学习直播带
货，邀请专业老师现场讲解直播
设备选购与操作、直播话术、短视
频制作等。进一步打通残疾人就
业渠道，助力残疾人提高生活信
念、增加收入。

图为昌吉市礼悟职业培训学
校老师为学员讲解直播设备调试
使用技巧。

本报记者
达吾列提·沙吾提 摄

落实安全责任 推动安全发展

昌吉市组织开展煤矿应急

救援演练

“五个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昌吉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张峰全州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志愿者朋友们：
今年5月7日是第七个“昌吉回族自治州全

民参与公益活动日”，我们号召全州志愿者、志
愿服务组织和各族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弘扬志
愿精神，普及志愿服务理念，在新征程上满怀信
心开新局展新貌，重实践建新功。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第
一部地方性法规《昌吉回族自治州全民参与公
益活动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昌吉州立足自身特
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
量，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引导群众、服务群
众，以志愿服务活动奉献爱心、温暖人心，评选
推出了一大批群众身边的先进典型人物，在全
社会形成了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良好风尚，打
响了“文明昌吉 志愿之城”品牌。

一、争做文明风尚的传播者。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广泛
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
谈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新疆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
实践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精神，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以知促行、以行促知，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
人，从一个群体传递到另一个群体，融入群众生
活，融入城市血脉，汇聚成大爱。

二、争做文明风尚的践行者。公益就像是
一粒种子，爱心播种就能让希望开花。共产党
员、共青团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率先垂范、
带头参与；全州志愿者、各族干部群众要发挥导
向引领作用，主动而为、回馈社会；各级志愿服
务组织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广泛动员群众，积
极组织开展理论宣讲、为民解困、助力乡村振
兴、文明城市创建、高质量发展等志愿服务活
动，用爱心义举感召并引领全州各族群众行文
明之举、做有德之人、建志愿之城。

三、争做文明风尚的推动者。志愿服务处
处可为、人人可为、时时可为，昌吉州已走进“全
民公益”时代，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求、
我有所为，让我们传递爱与暖，散发光与热，自
觉践行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餐桌、文明上
网，于细微之处点亮志愿之光，在服务和奉献中
收获成长，让“志愿之火”越燃越旺，汇成一道道
耀眼的风景。

志愿服务新时代，温暖同行新征程。让我
们树立崇高理想，汇聚志愿力量，使志愿服务的
嘹亮歌声响彻庭州，形成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
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昌吉州志愿服务联合会
2023年5月6日

全民参与公益
倡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