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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中华民族共同的社会理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是保证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凝聚力的源泉。进

入新时代，我们迎来了“扎实推动各族人民共同富裕”

的历史阶段，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最

深切的期盼，共同富裕全面满足了各族人民的多元化需

求，为共同富裕而奋斗成为各族人民自觉的使命担当。

共同的主体责任、共同的美好诉求呼唤各民族进一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二，共同富裕的积极实践是促成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具体着力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虽然属于社会意识层面，

但不能仅通过哲学思辨加以实现，而是必须依靠各民族

的具体实践来推动，才能解决当前发展阶段中不平衡不

充分的根本性问题，各民族才能在共存共荣、共享发展

成果的获得感中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适

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

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致力于民生建设，推动共同富裕，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

民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民族地区要立足资

源禀赋、发展条件、比较优势等实际，找准把握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

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全国各族人

民共同团结奋斗，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有助于进一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共同富裕也是一个民族都不

能少。党中央在充分考虑民族差异的前提下，运用多元

治理、对口支援、脱贫攻坚、兴边富民等科学举措，帮

助各民族在发展中享受成果，共享政治、文化、教育、

生态的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提升了各族人民作为中华民

族共同体一员的获得感、满足感和荣誉感，促使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推动共同富裕通过多层面地凝

聚各个民族，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

方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重要着力点。

第三，共同富裕的扎实成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奠定物质基础

共同富裕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

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稳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

重要条件，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保障。

“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保

障 ， 是 习 近 平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的 基 本 理 路 之

一。”③

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大多数问题本质上是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表现，党和国家在脱贫攻坚阶段采取了大规模

的转移支付和东西部协作等调控政策，改变了民族地区

绝对贫困的面貌。研究表明，民族地区在兜底保障、产

业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深度贫困治理、生

态环境治理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保障性政策守住共

同富裕的底线，产业发展铺平共同富裕的道路，基础设

施改善提供共同富裕的硬件支撑，重点扶持缩小贫富差

距，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为共同富裕提供软件支撑，生态

环境治理为共同富裕提供可持续保障，等等，这一切都

凸显了共同富裕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提高了民生福

祉，增加了幸福感和获得感。从民族地区的发展历程来

看，共同富裕、脱贫攻坚赢得了各民族的高度赞许，为

各民族营造了共同的物质生活家园和精神生活家园，强

化了各民族制度认同和国家认同，促进了民族团结与社

会和谐，提升了中华民族民族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从而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物质基础。

可 见 ，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不 仅 需 要 心 理 上

的集体认同感，也需要现实生活的物质保障。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族地区经济、政治、社会、文

化、生态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正致力于在高质量发展中

实现共同富裕，这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

保障和坚实基础。

　　从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来看，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促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中

发挥着积极的能动作用

“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性 既 有 物 质 层 面 现 实 存 在 的 共 同

性，也有精神情感层面的共同性，而且精神层面的共同

性具有支撑、强化物质共同性的作用。”④“七七事变”

之 后 ， 面 对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对 “ 整 个 中 国 ” 而 不 仅 是 对

“某一民族”的全面侵华，中国共产党宣传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的民族结构，推动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

体性的认识和认同。

毛泽东1939年12月提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

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的论断，⑤明确了中国共产

党的中华民族观，树立起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党中

央在《八一宣言》中指出：“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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