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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问题，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途径处理民族关

系。在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的同时，严格贯彻落

实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三个不能”精神，将民族

问题与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民刑事问题区别开来、与发

生在民族地区的一般矛盾纠纷区别开来，坚持是什么问

题就按什么问题来处理，“凡属违法犯罪的，不论涉及

哪个民族、来自哪个地区，都要依法处理”，不以民族

划线搞选择性执法，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三）公正司法，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公 正 是 法 治 的 生 命 线 ， 公 平 正 义 是 人 类 社 会 始 终

不渝的追求。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

防线。呼唤司法公正，是各族人民群众的正当权利。司

法保障体系的完善，不仅有利于监督民族事务处理的法

治化环境，还能使公平正义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促使人

们自觉遵守民族团结法律法规。所以，司法工作人员要

充分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坚持各民

族人人平等，正确适用民族领域法律法规，充分发挥法

治效力。关注各族群众的多元化司法需求，充分运用法

治思维、法治方式，全力维护民族团结，保障各族群众

合法权益，全面提升各族群众的司法获得感。依法妥善

审理和调处各族群众民事纠纷，对危害民族团结进步的

违法犯罪行为要依法严厉打击，坚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贯穿于审判执行全过程，通过公正司法促进民

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以司法之力守护民族团

结进步，以此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稳步推

进，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提供有

力的司法保障。

（四）全民守法，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全民守法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在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的背景下，全民守法是推进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最高境界。要把宣传教育

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形成常态化、长效化机制，推动各族群众增强“国家意

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让“四个与共”共同体理

念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引导不同民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

融 时 ， 甚 至 是 处 理 矛 盾 和 纠 纷 时 ， 都 能 秉 持 “ 四 个 与

共”的共同体理念和法治精神，以实际行动维护民族团

结和国家统一，久久为功，用共同理想信念凝心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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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

国家。”国家越是现代化，就越要法治化，建设法治国

家是推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七十多

年来，逐步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

主体，以民族地方性法规规章制度以及其他规划性文件

为分支的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在民族领域已经基本

实现了有法可依，有效保障了内蒙古地区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巩固和发展。内蒙古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生动实践，对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具

有深刻启示。新征程上，内蒙古将进一步在习近平法治

思想的指引下，奋力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

化建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法治保障，保

障中华民族大团结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改善民族关

系、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贡献内蒙古智慧和内蒙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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