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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怎么处理民族关系，如何平衡认

同上的多元与一体，始终是摆在

党和国家面前一项长期而又重大

的任务。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

也在不断地探索正确解决民族问

题的方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

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

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

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这是继党的十

九大之后，再次肯定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意义，即

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提出的

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方案。这套

方案基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现

实，又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

工作领域积累的历史经验，在尊

重各个民族特殊性与差异性的同

时，强调了增进各个民族共同性

的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次明确为

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意味着党

将坚持在涉及民族工作的方方面

面继续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进行调整。

高校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

的主阵地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民

族工作是以少数民族工作为主要

对象，民族团结工作也主要是在

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而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地位确

定之后，民族工作的对象实际上

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原来的少数

民族扩大为国内各个民族，表明

广大的汉族同胞也成为民族团结

工作的重点。高校作为人才培养

的摇篮，汇集了各个民族的青年

学子，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大背景下，无疑是新时代民

族工作的主阵地。

四川大学是国家“双一流”

建设高校和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

综合研究型大学，学科门类齐

全、师生人数众多，现仅少数民

族学生就有6000余人，占学生总

数的1/10。四川大学地处的成都

市，是进出青藏高原的门户，也

是向青藏高原多民族地区辐射力

最强、藏族流动人口最多和最集

中的城市。四川大学本身一直承

担着大量涉藏地区高层次人才培

养、干部培训、群众就医、医疗

援藏、学科帮扶和联合开展研究

等职能和任务，在联系涉藏地区

及提升各族干部群众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上发挥着巨大作用。另

外，四川大学的民族研究工作有

悠久的历史以及深厚的传统，早

在民国期间就形成了举世闻名的

“华西学派”。2000年，四川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获批为教育部人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20年，

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教育

部、国家民委将全国10家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的其

中一家设在四川大学，使得四川

大学成为在民族研究领域少有的

同时拥有两个国家级重点研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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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高校之一。2021年底，四川

省也把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设

在四川大学，可见无论是中央还

是地方，都非常重视四川大学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

挥的作用。四川大学也一直在贯

彻中央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精神和要求，2021年中央

民族工作会议后，四川大学党委

还特别制定了《四川大学贯彻落

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施意见》，

明确提出“将川大建设成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色高

地”。近几年来，四川大学也在通

过各种举措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教育的工作。

第一，以课程建设为核心，

对各族学生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教育。近几年，四川大学

先后开设了“中华文化”通识教育

必修课程以及“中国历史与民族

复兴专题”等数十门相关课程供全

校学生修读，不断引导学生正确把

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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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在2022年，四川大学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以

基地专职研究人员为骨干，汇集

了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教育部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等一流师资团

队，结合民族学、历史学和考古

学，设计了“中华民族的凝聚与

演进”全校公选课，帮助各族学

生了解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

观，培养学生探索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历史与现状的兴趣，拓展

学生的学术视野。

第二，以主题讲座、座谈

会、精准帮扶、文体活动等多种

形式在课堂外引导各族学生进一

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

过同心圆工作坊，邀请四川大学

知名专家教授，为各族学生普及

有关“中华民族”概念形成与发

展的知识，并且围绕“国家安全

铭心记，同心共筑中国梦”国家

安全教育讲座、“心·梦”励志讲

座 、“同心筑梦 从新启航”新生

见面经验交流分享会、“忆往昔，

感党恩——尼玛旺堆与你面对

面”分享会等活动，在学生中加

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和民族观。通

过圆梦启航助学金、临时困难补

助、“立信·明远”一对一结对计

划、公务员考试培训等加强对学

生的经济资助、学业帮扶和就业

指导，特别是来自边疆地区少数

民族学生的精准帮扶，在解决学

生实际困难中增进各民族学生的

凝聚力。除了在课堂上坚持各民

族学生混班教学，在学生日常管

理中也推进混合住宿，并深入开

展民族团结一家亲中秋见面交流

会等多层次多领域多样化的民族

团结联谊活动，积极营造教师与

各民族学生齐聚一堂的氛围，促

进各民族师生广泛交往交流交

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学生调
研团队在成都市武侯区蜀汉
街社区和洗面桥社区开展学
术调研。 余扬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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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三，积极进行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教育。四川

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

究基地成立以来，与阿坝州民族

宗教事务委员会、西藏自治区

“地球第三极”品牌等地方政府部

门与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在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山南市森布

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等地设立研习基地，协助地方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四川大

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基地专职科研人员每年在全国各

地举办数十场与民族研究相关的

讲座，在学术期刊、新闻媒体上

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积极撰

文发表，有力推动了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教育。2020

年 9月，基地首席专家石硕教授

受四川省委统战部邀请为全省400

多名藏传佛教活佛开展“如何发

挥藏传佛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中的积极作用”专题系列

讲座，是对四川省内活佛第一次

全覆盖培训，社会反响热烈。

综合研究型大学要发挥优势

继续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教育

随着新时代新征程的开启，

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民族工作，

四川大学的民族研究也迎来了新

的发展契机。由于基地建设和学

科建设的需要，四川大学民族研

究的力量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将

得到进一步加强。依托实力雄厚

的民族研究力量以及综合研究型

大学的优势，四川大学将在未来几

年进一步优化相关举措，继续加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首先，升级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相关课程。以四川大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

地专职研究人员为核心，加强

“民族理论与政策”“世界民族问

题”“中国民族史研究”等民族学

课程建设，准确把握共同性与差

异性、多元性与一体性的关系，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

课程内容。在思政课程和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四史”课程中，深入

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工作的

成功经验，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关

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

的研究，培育时代新人。在通识

教育核心课程中持续加强“大道

之行：中华文明简史”等课程建

设，新建深入研习各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

设，让学生深刻认识中华文化是

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

干壮才能枝繁叶茂。

其次，开展相关教材的编写

工作。一方面，基于“中华民族

的凝聚与演进”全校公选课，汇

集校内从事民族学、历史学和考

古学的骨干师资力量，编写专门

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教材。另

一方面，在各学科教材修订和编

审过程中，结合学科专业领域特

点，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中国共

产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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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构

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重要内容

有机融入教材，充分发挥高校的

育人作用。

再其次，加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教育。四川大

学将借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研究基地的平台建设与民族学

学科建设，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

入民族研究队伍，巩固中国民族

史、民族学方面的优势，进一步

充实民族理论与政策的研究力

量。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四川

大学的人才和学科优势，鼓励教

师利用民族研究方面的专业优

势，对接社会需要，积极为中央

和地方民族工作做好决策咨询服

务，为党政干部、宗教界人士等

提供民族宗教领域的相关培训，

并以讲座、专题报告的形式在社

会上继续进行民族团结进步的宣

传教育，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社会教育。

（作者系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秘书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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