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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

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都要紧紧围绕、毫不偏离这条主线。

一年来，呼和浩特市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

“突出主线 融入中心 分类指导”的工作思路，推动各项工作紧紧围绕、毫不偏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取得扎实成效，获评“第十批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2023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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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呼和浩特市实施引才留
人政策，在“人才新政 10条”的基础上，制定了呼和浩特
市引人留人 18条措施，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 50余个、高
层次人才 200余人，院士工作站总数达到 14家；深入实
施“丁香扎根计划”，在“三年十万大学生留呼工程”两年
留下 8.4万大学生的基础上，今年将再留下 5万大学生；
鼓励企业、社会组织招收各族职工，让各族群众在首府
安身、安心、安业。

呼和浩特市还发挥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主阵地作用，将主线融入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治校、教书
育人全过程。走进玉泉区南柴火市街小学，各族师生情
感深厚，共同探寻新知，共同学习进步。学校把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有机融合，将

“三个离不开”“四个共同”“五个认同”的种子埋在各族学
生的内心深处。

如今，青城大地，各族人民和谐共处、团结奋进的景
象蔚然成风，共同绘就了一幅繁荣、和谐、美丽的新图
景。

党建培根
夯实民族团结进步政治基础

呼和浩特市始终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方面，推动新时代首府各项工
作高质量发展。同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
作列入各级党建工作要点、党建“三级五岗”责任清
单、党建述职重要内容、党建工作积分制管理日常监
控内容、党建督查重要内容、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
会对照检查重要内容，积极推动基层党支部以“转化
行动”“比超行动”“领跑行动”为载体，常态化开展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群众教育实践活动，累计受众6.8万人次。

“全院干部职工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
教诲和殷殷嘱托，把‘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国梦’这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凝聚在关爱
孤弃儿童的主责主业上，为孩子们提供‘家’的温
暖、‘父母’的关爱，让他们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
力，用实际行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市儿童
福利院院长米红瑞说，市儿童福利院充分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进一步发展“感恩的心”民族团结进步品
牌文化内涵，为民族地区儿童福利事业作出应有的
贡献。

发展惠民
推动各民族同奋斗共繁荣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都不
能少。行走在青城大地，“六大产业集群”加速聚
集，一个个重大项目加紧建设，一项项民生举措接
续实施，发展的成果将更多惠及各族群众。

2023年，呼和浩特地区生产总值 3802亿元，增
长 10%，在全国百强城市中从 98 位跃升到 88 位。
今年，一季度延续快速增长态势，地区生产总值已
完成 920.5亿元，同比增长 6.4%，在省会城市中排

名第 4，经济实力稳步提升。“六大产业集群”加快
培育，实施重点项目1125个、完成投资 1355亿元，
产值实现 2430 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突
破 90%。乳制品先进制造业集群在我区率先入
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拥有全国唯一的国家乳
业技术创新中心，获批自治区草业技术创新中
心、动物疫苗技术创新中心，创新能力指数排全国
第30位。

文化铸魂
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2023年，呼和浩特市在我区率先打造“北疆文
化”品牌，扎实推进首府博物馆之城、雕塑之城、艺
术之城、现代文明之城建设，构建形成丝路公园现
代文化和归化老城历史文化轴带。发布“青城十六
景”，开展“北疆文化·青城印记——寻迹文化符号
集群”，发布两批次共5个序列100个青城印记。深
入挖掘和展示首府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中蕴含的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编纂呼和浩特北疆文
化研究系列丛书和《北疆文化·青城文脉》《北疆文
化·青城印记》等书籍画册，创作推出《大漠春归》

《敕勒长歌》等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彰显北疆特
色的优秀文艺作品。

呼和浩特市还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

育，深入开展了“讲好身边民族团结进步故事”等活
动，创建了共争“小石榴籽章”各族青少年交流特色
品牌，开展了寻百城记忆“小石榴籽”在行动、“小石
榴籽手牵手 星星火炬跟党走”民族团结同心营、“首
府青少年首都行”等各类交流研学活动，覆盖各族
青少年30余万人。

今年 5月，呼和浩特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以56路“团结奋进号”公交专线为载体，利用公交车
流动性强、接触面宽的优势，为乘客发放理论宣传
册，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自打造“团结奋进号”
以来日均客流量0.92万人次，累计直接受众（乘客）
突破 407万人次。“我经常坐这趟车，让大家了解了
解民族政策挺好的。”市民孔女士说。

聚焦主线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绣党旗，话党恩

体验户外运动带来的乐趣

校园那达慕

“我爱你中国”主题快闪活动现场合唱

“我们的节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会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