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民委关于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进机关 企业 社区 乡镇 学校 寺庙的实施意见

民委发〔2014〕9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副省级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宗）

委（厅、局），各民族院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地、市、

盟）试点民（宗）委（局）：

自 2010 年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联合下发《关

于进一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意见》（民委发〔2010〕13

号）以来，在各地区各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下，创建活动不

断深入开展，在社会各层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是示范区、先进

区建设扎实推进。甘肃、云南、广西、贵州、青海五省区紧密结合

实际，将创建活动作为省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出建设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先进区的目标，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扎实工作，取

得了明显的成效。二是示范州（地、市、盟）试点工作开局良好。

2013 年 9 月，国家民委在总结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创建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州经验的基础上，决定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等 13 个州

（市、盟）作为开展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地、市、盟）

试点，并在昌吉州举行了试点活动启动仪式，掀起了新一轮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州（市、盟）创建热潮。三是县级以下（含县级）示范



单位的创建活动在各地普遍开展起来，并涌现了一批创建活动示范

单位，发挥了示范引领的作用。

但是，也要看到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创建活动开展不平衡，顶

层设计不够，测评指标体系不健全；有的流于形式，作为开展创建

活动的“主阵地、主渠道”的机关、企业、社区、乡镇、学校、寺

庙的作用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宣传的力度不够，还没有更加广泛

地深入人心。

为创新民族团结工作，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进机关、企

业、社区、乡镇、学校、寺庙（简称六进），发挥好“主阵地、主

渠道”的作用。根据王正伟同志关于顶层设计的指示精神和民委发

〔2010〕13 号文件要求，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六进”的目标要求

（一）创建活动进机关。主要是进入党政机关，包括中央国家

机关及其所属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地方党政机关及其

所属各部门，以及部门的派出机构，如城管、工商、税务、派出所

等。“进机关”主要应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党和国家的民族理论政策法规的

学习，加强统一多民族国情和民族团结进步的宣传教育，普及民族

知识，提高各族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的能力

和水平，增强各族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维护民族团结的自觉性和坚

定性。



二是按照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开

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意见》（民委发〔2010〕13 号）的要求，

自觉把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贯穿于自身工作，全面正确贯彻执行党和

国家的民族政策法规，在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时，坚持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依法办事，保障

各民族群众的合法权益。

三是在制定政策和开展相关工作时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和民族

地区的特殊性和差异性，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

区改善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条件，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推动民族地区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创建活动进企业。重点是进入国有企业特别是在民族地

区的国有企业，同时鼓励进入非公有制企业。伴随着民族地区的资

源开发和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企业与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群众

的关系日益紧密，一些企业的少数民族职工不断增多。维护民族团

结，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国有企业应当履行

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进企业”主要应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民委、国资委《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

下国有企业民族工作的指导意见》（民委发〔2011〕219 号），切实

把民族工作作为企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觉加强对马克思主义

民族观、党和国家的民族理论政策法规的学习，不断提高认识和处

理民族问题的能力。



二是按照民委发〔2011〕219 号文件要求，把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活动纳入企业总体发展规划，使之与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

快发展相结合，与解决各族职工切身利益问题相结合，与提升企业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切实提高创建活动的效果。

三是加强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引导各民族职工牢固树立“三

个离不开”的思想，增强“四个认同”、“五个维护”的自觉性，营

造各民族职工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

习、相互帮助的良好氛围；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企业、模范

单位、模范班组建设，并定期表彰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

四是在规划投资、开发资源时，充分考虑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

群众的利益，保护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并在配套产业、社会服务、

劳动用工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开展扶贫

开发、捐资助学、建桥修路等社会公益活动，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

地区解决突出的民生问题。

（三）创建活动进社区。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各民族

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平台。随着我国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的快

速发展，社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不断增加，各民族居住在同一社区的

现象日益普遍，社区民族工作日显重要。因此，创建活动进社区，

是服务各族群众，促进民族团结，建设和谐社区的需要，也是加强

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进社区”主要应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民委、民政部《关于加强新形势下社区



民族工作的意见》（民委发〔2011〕34 号），切实提高对做好社区民

族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自觉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党和国家的民

族理论政策法规的学习，不断提高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能力。

二是结合实际，采取有效措施，按照民委发〔2011〕34 号文件

要求，把创建活动纳入社区发展总体规划，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

教育，促进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

互学习、相互帮助，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建设，并定期

表彰和奖励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

三是坚持以人为本，把创建活动与提高社区居民道德素质相结

合，与解决各族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困难相结合，与满足各族群众在

风俗习惯和开展民族文化活动的服务需求相结合，使创建活动成为

维护民族团结和便民、利民、惠民的民心工程。

四是加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积极提供在劳动

就业、职业培训、子女入学、法律维权等方面的服务，切实保障各

族群众的合法权益。

五是及时了解各族群众思想动态、利益诉求，排查影响民族关

系的不稳定因素，及时有效化解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维护民

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四）创建活动进乡镇。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机构，一头

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随着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镇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日显重



要，尤其民族乡镇稳定发展的任务更加突出。“进乡镇”主要应体

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切实把民族工作放到重要位置，自觉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民

族观、党和国家的民族理论政策法规的学习，不断提高认识和处理

民族问题的能力。

二是结合实际，采取有效措施，把创建活动纳入乡镇发展总体

规划，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促进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尊

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大力推进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乡村建设，并定期表彰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

三是坚持以人为本，把创建活动与加快乡镇经济社会事业发展

相结合，与支持各族群众发展生产、增长收入、改善民生相结合，

与保护和发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创建活动切实贴近实

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四是及时了解各族群众思想动态、利益诉求，积极提供在劳动

就业、职业培训、法律维权等方面的服务，排查影响民族关系的不

稳定因素，及时有效化解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维护民族团结

和社会稳定。

五是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基层组织建设作用明显，

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社会治安良好，无群体性事件发生。

（五）创建活动进学校。创建活动进学校（高校、中学、小学），

是贯彻落实好中央关于在各级各类学校广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



决策部署，推动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进课堂、

进教材、进头脑，是使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三个离不开”思想、“四

个认同”和“五个维护”意识深深扎根于各族青少年心中，各民族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优良传统代代相传的必然要求。

1.“进高校”主要应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要发挥好课堂主渠道的作用，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党和

国家的民族理论政策法规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融入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重点加强“123456”的教育，即“一条道路”、“两个共同”、

“三个离不开”、“四个认同”、“五个维护”、“六观”（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民族观、宗教观、祖国观）的教育，促进各民族学

生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

助，不断增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自觉性、坚定性。

二是要以校园文化建设为载体，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寓

教于乐、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增

强各族师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营造各族师生团结友爱

的氛围，并定期表彰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

三是为师生搭建社会实践平台，组织师生广泛参与社会实践，

引导学生将个人成长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相结合，通过调查研

究、科研投入、成果转化等形式，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贡献才智。

2.“进中学（中等职业学校）”主要应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组织好教学活动。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国家民委办公厅印

发的《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

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民族理论常识、民族政策常识和民族团结

的教育，让各族学生了解多民族的国情，了解党和国家民族理论政

策法规，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增强“四个认同”和“五

个维护”的自觉性，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信心。在开展少数

民族双语教育的学校，做好双语教学保障和教育质量提升工作。

二是加强各民族师生间的交流交往。营造各族师生团结友爱氛

围，促进各民族学生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

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并定期表彰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班集体和个人。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推动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创新融入学校教育全过

程。

三是发挥好教育资源优势。承担支援民族地区教育任务的中

学，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将“民族团结教育”主题活动贯

穿于内地民族班学生学习生活各个方面，增强学生中华民族大家庭

的自豪感；切实加强内地民族班常规管理，做好团结稳定安全工作。

3.“进小学”主要应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组织好教学活动。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国家民委办公厅印

发的《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

开展民族知识启蒙教育、民族知识常识教育和民族团结的教育，让

各族学生了解统一多民族的基本国情，了解各民族的基本特点，了



解各民族之间应当平等相待以及各民族人民需要和谐相处的基本

认识。因地制宜开展民族双语教学。

二是组织好课余活动。利用班会、少先队活动、团队活动、社

会实践、墙报、板报等方式，营造各族师生团结友爱的氛围，促进

各族学生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

相互帮助，并定期表彰民族团结模范班集体和个人。

三是发挥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作用。利用各种教育基地、各

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等社会资源，组织开展好课外民族团结

教育活动，同时家校配合，让学生了解和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

关心民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化。

（六）创建活动进寺庙。寺庙是信教群众开展宗教活动的场所。

在新疆等西北地区的清真寺、西藏和四省藏区的藏传佛教寺开展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是建设和谐寺庙的重要工作之一，有利于党和

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法规贯彻落实，有利于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

进一步调动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爱国守法的积极性，有利于

维护正常宗教秩序和寺庙的和谐稳定，促进寺庙与社会和谐相处。

“进寺庙”主要应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爱国爱教，知法守法。积极宣传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宣传

“三个离不开”和“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等思想，增强

宗教教职人员“三个意识”、“四个认同”、“五个维护”的自觉性。

二是团结稳定，教风端正。引导信教群众树立“三个离不开”



思想，增强“四个认同”、“五个维护”自觉性，反对破坏民族团结

的言行，坚决同达赖集团和“三股势力”作斗争，自觉抵御利用宗

教进行分裂渗透和破坏活动。

三是管理规范，服务社会。规范寺庙日常管理，促进宗教活动

正常有序，积极配合公益慈善活动，提倡健康文明生活，鼓励信教

群众勤劳致富。

二、“六进”的实施步骤和具体措施

为扎实推动创建活动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进学

校、进寺庙，达到在全社会广泛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

动的目标要求，可采取先易后难，分层次、分类别的方式逐步推进。

（一）先行先试，重点突破。一是“进机关”，可先从民委委

员单位做起，积极推进；二是“进企业”，可先从与民族地区关系

密切的国有企业做起，并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创建活动，逐步推

进；三是“进社区”，可先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多的东中部大中

城市做起，树立典型，全力推进；四是“进乡镇”，可先从民族乡

镇做起，加强指导，扎实推进；五是“进学校”，可先从民族高等

院校、民族中学、民族小学和办有内地民族班的学校做起，分类试

点，全面推进；六是“进寺庙”，主要是进新疆等西北地区的清真

寺、西藏和四省藏区的藏传佛教寺庙，总结经验，稳步推进。

（二）搞好试点，培植典型。加强对示范州（地、市、盟）、

示范县（市、区、旗）试点创建活动的检查指导，对示范州（地、



市、盟）和示范县（市、区、旗）的创建，除了要达到民委发〔2010〕

13 号文件提出的“推进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促进少数民

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

依法妥善处理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总体目标之外，还要把“六进”

作为示范州（市、盟）试点的具体目标要求，并以相应的测评指标

体系作为验收的标准；而对县级以下（不含县、市、区、旗）的各

类示范单位的创建，要以“六进”的主要目标要求和测评指标作为

分类的验收标准。要加强对示范单位创建工作的指导力度，切实发

挥好示范引领的作用。

（三）明确责任，分类指导。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民族团结创

建活动是中央为了推进新形势下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一项重要举

措，是民委系统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体现

王正伟同志关于民族工作“重在平时，抓好平常，重在交心，以心

换心”理念的广阔平台。各地民委要进一步提高对创建活动重要性

的认识，创新思维、创新方法、创新载体，主动积极地推动和分类

指导当地创建活动的有效开展，并多层次地开展“互观互检”活动，

营造学先进、赶先进、创先争优的良好氛围。

（四）多层次多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创建活动要在全国形成

声势，深入人心，必须多层次多渠道加大宣传力度。一是要每年集

中用一个月的时间，运用多种有效手段、平台和喜闻乐见的形式，

开展民族理论政策法规和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月活动，并形成制度



化；二是要善于总结提高，以简报、网络、报刊、杂志等形式广泛

宣传开展创建活动的经验做法、成效和示范典型，发挥先进典型的

榜样作用；三是要积极推动广播、电视、报刊等主要媒体，以新闻、

专栏、专题、专访等形式，加强对创建活动的宣传报道，营造氛围，

扩大声势，推动创建活动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

三、创建活动示范单位的测评指标体系

为使民族团结进步活动示范单位的创建、推荐、验收更加规范

化、科学化，根据民委发〔2010〕13 号文件提出的总体目标，结合

“六进”的目标要求，设计了示范单位的测评指标体系（见附件），

请以此作为对示范单位的测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