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立服务保障机制
增强“民族团结”动力

弘扬民族精神 心系民族团结

奋力开创新时代全市民族工作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四平市民族工作纪实
全媒体记者 崔圣驰

四平市红石榴广场“红石榴”主题雕塑。

市民委开展民族文化进社区活动。

伊通满族自治县颁金节和虫王节上伊丹
镇火红村战鼓表演。

这是56个民族不分
你我、相亲相爱，携手共
绘民族团结的同心圆。

这是181万各族儿女
同心同德、团结奋进，连心
谱写的民族团结之歌。

近年来，四平市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省委民族
工作会议和市民族宗教
工作会议精神，牢牢把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这条主线，深入贯彻落
实“115”民族工作思路，
以红石榴广场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宣传项目为龙
头，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有效提升了
全市民族工作的影响力、
凝聚力，为四平市经济社
会发展与社会稳定作出
了积极贡献，全市民族领
域安定、团结、和谐的良
好局面得到持续巩固。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近
年来，四平市委、市政府全面落实中央、
省委关于民族工作的决策部署，紧紧围
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化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支持民族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民族文化活动蓬勃
开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民族工
作会议精神，依据国家《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规划（2021-2025 年）》《四平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等相关文件，
研究编制《四平市“十四五”民族事业
发展专项规划》，从指导思想、基本原
则、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等方面，对今
后五年全市各族人民共同推进民族事业
创新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并对任务目
标逐年分解，制定了时间表、路线图。
2022 年将重点完成红石榴广场（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宣传项目）续建、红石榴家园
1+X 建设、“四平好人·最美民族团结之
星”评选发布等工作。

推行“民族宗教联络员+”管理模
式。在全市各县（市）区、乡（镇）街道、村
(屯)社区设立三级民族宗教事务联络员，
充分发挥桥西社区全省城市少数民族流
动人口服务站的功能作用，促进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通过开展走访调研、集
中座谈、帮扶困难群众等活动，把党的声
音和温暖送到少数民族群众身边，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添了服务保障
和组织力量。

坚持把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建
设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
切入点和突破口，推进创建活动“7+N
进”，截至目前，共有国家级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区（单位）3 个，省级示范单位 5
个，市级示范单位 17 个。先后组织召
开了全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互观互
检”交流会、民族工作现场会、民族团
结进步现场经验交流会等，全省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工作互观互检交流会在四
平市召开，四平市的民族工作创建经验
在全省得到了推广。

2021 年，市民委推动建成全省首个红石
榴广场并投入使用，在使广大群众享受到公
共设施和文化福利的同时，通过众多民族
团 结 元 素 ，营 造 民 族 大 团 结 大 融 合 的 氛
围，让民族团结潜移默化地走进广大群众
心中。红石榴广场总投资 244.18 万元，占
地面积 19500 平方米，绿化率达到 84%，投
入少数民族发展专项资金 25.5 万元，建设
了“红石榴”雕塑、路边亮化宣传牌、56 个
民族展示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
传栏等民族团结进步元素，设立了“红石
榴主题展示区”“民族团结宣传区”“民族
精神教育区”“民族传统文化实践区”四个
功能区域，承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实践基地、民族团结示范基地、爱国主义
教育宣传基地等功能，向全社会宣传展示
民族团结进步正能量，为全市开展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提供了平台，目前已接待学习

培训 30 余场（次），接待参观人员万余人。
此外，在建设红石榴广场基础上，市民委
积极推进红石榴家园“1+X”建设，即：市中
心建设 1 个红石榴广场，依托街道、社区、
各级民族团结示范单位建设红石榴家园。
梨树县立足赫尔苏门满族村，投入资金 8
万余元创建 2000 平方米特色鲜明、功能完
备的“红石榴家园”，将民族团结进步宣传
教育、保护传承优秀民族文化等民族工作
融入其中，绘就一幅“中华民族一家亲、同
心共筑中国梦”的崭新画卷。双辽市投入
资金 12 万元，在那木乡那木村、新立乡孙家
村、辽北街北宁社区建立红石榴家园 3 个。
目前已建成梨树县赫尔苏门满族村、铁西区
英雄街道、桥西社区等 7 个红石榴家园，通
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使民族团结深深植入各族群众心中。

在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

坚持每年利用元旦、春节、国庆以及朝鲜族老
人节、回族开斋节、满族颁金节等节日，组织
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少数民族文化联谊活
动。依托社区的文化广场、书屋等场所举行
少数民族歌舞表演、歌曲演唱会、书画展等少
数民族文化活动。先后指导朝鲜族老年协
会、市晚晴艺术团等，组织开展了“朝鲜族庆
祝三八妇女节文艺演出活动”“少数民族文化
进社区活动”“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铸伟
大的中国梦”文艺汇演等活动，有力营造了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
氛围。疫情防控期间，充分利用“互联网+”
开展抗击疫情、庆祝建党百年及妇女节、春
节、元宵节等线上活动 12 期。铁西区创新打
造融合民族民俗风情的“一心十点”特色线
路，打好“融合牌”，推进民族工作与基层治理
有机融合，让各族群众更好地融入城市，经济
社会共同发展取得实效。

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
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来抓。市民委积极
筹划，向上争取资金。两年来，争取中央、省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739万元。目
前，伊通莫里青乡年产 20 万斤大樱桃产业项
目、伊通马鞍山镇年产 2000 吨秸秆生物饲料
等 2 个项目已经完成。伊通三道乡基础设施
项目、伊通满族自治县小孤山镇基础设施改造
项目、双辽市那木乡金宝村水泥路改造项目、
铁东区叶赫满族镇砬子沟村特色村寨项目等
正在建设中。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民族特色。加快城乡
一体化发展，推进民族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市民委积极打造宜居
宜业美丽乡村工作，持续增加农民获得感、幸
福感。壮大特色产业。其中，叶赫满族镇立足
自身优势，生态农业、观光体验农业迅猛发展，
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工程、环湖路改造工程、叶
赫那拉城改扩建、北大岭休闲度假区、大架山
农业生态园等项目积极推进，项目总投资达

4.6亿元，运营后将带动餐饮、物流、交通、商品
贸易等相关产业发展，带动周边农民就业1700
多人。叶赫白蘑、榛子、中草药和林果产品远
销俄罗斯、泰国等地。

助力产业融合，发挥品牌效应。伊通成功
创建了伊通县营城子、新兴乡、马鞍山镇全国
农业产业强镇，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经济圈持续
壮大。伊通镇建国村大力发展君子兰种植特
色优势产业，努力打造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特
色小镇。我市共有两镇六村被命名为“吉林省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扩大了我市民族乡镇的
知名度。叶赫镇、伊通镇和叶赫砬子沟村等5
个民族村镇被省民委、省文旅厅共同命名为吉
林省首批少数民族特色小镇和特色村寨。伊
通举办庆祝“颁金节”美食节活动、双辽市举办
喜迎端午节·首届满蒙文化艺术节，通过文化
与旅游互动，助力乡村振兴，促进文化、产业、
旅游融合发展。铁东区立足叶赫满族镇开展
满族文化主题节庆活动，修缮了满族特色围栏
和叶赫那拉城，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取得
明显成效。

强化政治引领
夯实“民族团结”根基

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凝聚“民族团结”力量

坚持共同走向现代化
共享“民族团结”成果

支 持 服 务 ，才 能 让 民 品 得 到 更 好 地
发展。市民委经常组织开展民品企业大
调研、大走访活动，先后在益民堂制药、
康福药业、吉春制药和大清鹿苑等企业
开展调研活动，面对面向企业详细解读
民品企业政策和申报条件，为企业现场
答疑解惑，指导企业申报。同时开展重
点企业摸排，联合市工信局、商务局等对
全市符合民品企业范围条件的企业进行
一次全口径摸排，对有申报民品企业意
向的企业，进行专门指导，落实好民品企业
相关扶持政策。

近年来，市民委不断创新”民族情、三
下乡”品牌活动，连续 8 年开展送科技、送
文化、送法律、送健康等活动，累计发放民
族政策手册、果木栽培、畜牧养殖、大棚经
济等农业实用技术手册 6000 多本。组织
汇编《四平市少数民族特色产品宣传册》，
共筛选收集民族特色产品 5 大类 72 个品种
100 多样产品，积极宣传推广我市少数民
族特色产品，进一步拓展了我市少数民族
产品宣传推广渠道。

在今年 9 月份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
期间，市民委到铁东区叶赫满族镇“送法
律、送健康、送文化”。发放民族政策法规
知识宣传单 500 余张，接受法律咨询、卫生
咨询 260 余人次，免费体检 200 余人。伊通
以“推广普通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题，组织开展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活动，通过书法作品展、图书赠阅、文艺演
出、经典诵读等载体，取得了良好的宣传
效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各县（市）区及
各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开展形式多样
的宣传活动 300 余场。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市
民委将把深入宣传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民
族工作会议以及市民族宗教会议、市民族工
作现场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重要任务，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
作主线，全力维护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
奋力推动新时代四平市民族宗教工作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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