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兰岿然，长河不息，新时代的银川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奏响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乐章。

近年来，银川市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重要抓手，以增进共同性为方向，坚持“融”的导向，有形有感有效做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银川处处涌动着齐心促和谐、聚力谋发展的
民族团结热潮，各族群众在一次次勠力同心、聚力攻坚的实践中手足相亲、守
望相助，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创新生活、共享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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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花开映湖城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银川实践

本报记者雷梦

春风化雨 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

今年69岁的谢兴昌，是电视剧《山海情》
男主角“马得福”的原型。作为闽宁镇的第一
批移民，1997年，谢兴昌从西吉县搬迁到当
时的闽宁村，历任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书
记。退休后，谢兴昌常到闽宁新貌展示中心
及各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讲
解，让更多人了解闽宁镇的过去和现在，传承
闽宁精神。

银川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
教育馆里，讲解员“银银”为参观者讲解党
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进步故事。“银银”
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IP形象，以可
爱活泼的卡通造型，走到群众身边，进一步
扩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覆
盖面、影响力和知名度。

今年9月，是银川市第26个民族团结进
步月。邻里交往联谊活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导游讲解大赛、“银银”带你看银川网络
联动展播……全市各地开展了精彩纷呈的民
族团结进步月活动。银川各族儿女在一项项
可感可知、有形有效的活动中，将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嵌入心中、融入血脉、铸入灵魂。

这些是银川市长期坚持不懈开展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生动写照。近
年来，银川市统筹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宣传教
育体系建设，深化“互联网+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行动，建成市县两级“石榴云”传播
中心，推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6”IP
形象，创作“小宁大讲堂”等“银”字号融媒作品
300余期，累计浏览量达3000万人次，“让互

联网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大增量
的‘银川实践’”被评为全国统战工作实践创新
成果。举办“石榴花开校园、籽籽同心向党”等
活动1.1万场次，打造“民族团结号”公交专线
6条，打造银川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群
众馆、干部馆等21个实践教育基地，有效发挥
教育引导作用，“五个认同”理念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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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银川
市以优秀文化聚共识，实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开展“我是国风传承
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展演活动，常
态化举办各民族迎春联欢会、黄河非遗文

创展、湖城之夏广场文化季等各类文艺演
出3400余场次，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引导各族群众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增进文化认同。

“太阳少年的故事口口相传，成了正义和
勇敢的化身，被众人镌刻在古老的岩石上，千
年不朽。”由银川艺术剧院创作的杂技剧《岩
石上的太阳》是凤凰幻城舞台上的常驻剧目，
场场爆满。这部精心创排的剧目以贺兰山岩
画为创作主题，以杂技艺术形式讲述银川故
事，充分展示了我市各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和
创新交融成果，唱响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
心共筑中国梦”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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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持续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 本报记者海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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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 本报记者海坤摄

互嵌共融 搭建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桥梁

社区是增情谊、促团结的有效物理空间，
更是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沃土。

民族舞、广场舞、扇子舞婀娜多姿，大人
翩翩起舞，小朋友嬉戏玩耍……黄昏时分，银
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广场
热闹非凡。

“每到节日，社区里的居民都会聚在一
起，联欢联谊，共同庆祝。大家带着各家特色
美食，一起聊天、唱歌、跳舞，像一家人一样其
乐融融。”“社区在为民服务、丰富居民生活方
面做了很多实事，各族群众在社区里和睦相
处、生活很舒心。”长城花园社区居民说道。

长城花园社区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

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居民6963人，占居民总
数的38%，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互嵌社区。

“我们社区各族群众不是亲人胜似亲人。”长
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耐香说。

西夏区文昌路街道共享社区居民王菊茹
有9个不同民族的“干儿子”“干女儿”。自
2015年5月至今，王菊茹与北方民族大学的维
吾尔族、土家族、壮族等9名大学生“结亲”，组
成了一个温暖和睦的民族团结“大家庭”。她经
常邀请孩子们到家中做客，帮助他们解决生活
中的困难，用自己的热情和爱心让一个个远在
他乡的学子感受到家的温暖。

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

斗在一起……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和谐共
生、精诚团结、人心归聚、精神相依，为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银川篇章凝聚起磅礴力量。

近年来，银川市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
构和社区环境，成立“石榴籽”“同心联盟”等
66个基层邻里互助、关爱帮扶、志愿服务品
牌，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月”“我们的
节日”等联谊活动，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
建共享、共事共乐中凝聚了人心。深入实施

“三项计划”，倾力打造“红石榴”青少年交
流、“山海情”双向就业、“一家亲”互嵌式社
区、“中华情”旅游促融品牌，各民族交融互
嵌更加深入。

籽籽同心 凝聚各族群
众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是各民族人心凝聚、团结奋
进的强大纽带。

在兴庆区，3 万余名学
子同上一堂以“理想信念之
光”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思政
课，传递身边榜样的力量。

“今天的思政课给我带来很
多启发，尤其那些感人的革
命先烈事迹，他们身上坚定
的爱国情怀和坚强不屈的
精神，都是我们要传承和发
扬的。”学生赵彦博说。

用理想信念“铸魂”。
近年来，银川市深入实施党
员干部培元固本、青少年学
生夯基育苗、各族群众凝心
聚魂、社科理论正本清源“四
项工程”，常态化开展“牢记
总书记嘱托，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教育，组织“五
观”“五史”等学习教育3.8万
余场次，开展“强国复兴有
我”等主题教育 4200 余场
次，举办“寻找银川最强石榴
籽”趣味竞赛、“石榴花开校
园 籽籽同心向党”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校校
牵手石榴红”实践等活动，
于润物细无声中在各族群
众内心深处培育“团结花”、
厚植“中华魂”。

用核心价值观“育心”。
银川市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融入文明创建、公民
道德建设、时代新人培育等
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开展
寻找“最美家庭”，评选“道德
模范”“最美银川人”“传承好
家风好家训”等活动，持续擦
亮“文明·让银川更有品质”

“爱要一起”志愿服务、“书香
银川·银川书香”等工作品
牌，广泛推进“四送六进”文
化惠民品牌，大力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