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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党建引领联动共创机制，推进互嵌
式社区治理。一是将民族工作纳入社区党
建责任网格，探索“企业+社区”“商超+社
区”“教育+社区”互嵌式模式，构建“社区党
组织+居民小区网格员+小区自管小组+红
色物业”的“四位一体”社区治理机制。目
前，全市129个易地搬迁安置点实现党组织
全覆盖。二是以党建引领社区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创建工作，推进安置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建设，完善公共服务和便民利民服务设
施，社区党组织定期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主题宣讲活动，有效形成上下联动、
内外协调的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民族互
嵌式发展格局。如，碧江区灯塔街道矮屯社
区被授予第八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
称号，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峨岭街道兴民
社区荣获贵州省第七批“省级民主法治示范
社区”称号。三是推行“党建+民族团结”模
式，建立市级与各区县上下联动，迁入地与
迁出地之间协作的信息互联互通快速联动
机制，实行领导干部联系包保、机关事业单
位党组织联建安置社区。

建立创业就业联动共创机制，促进互嵌
式社区增收。一是建立民族特色产业培育
机制，用好用活“黔系列”产品扶持政策，在
易地搬迁社区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创新开展
民族特色饮食文化、服饰文化、节庆文化活
动等，发展民族刺绣、蜡染、银饰、雕刻等民
族传统手工艺产业，整合教育、医保、人社、
民政等部门资源，为安置点群众提供就业，
实现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和产业发展双促
进。二是建立精准培训机制，采取“因人施
培、因产施培、因岗施培”方式，结合搬迁劳
动力就业意愿，以安置点为单位，对留在安
置点的搬迁劳动力开展技能培训，提升搬迁
群众就业能力。目前，共对搬迁少数民族群
众开展各类就业培训 10000 余人次。三是
建立稳岗就业机制，出台《铜仁市促进易地
扶贫搬迁群众增收三年工作方案（2022-

2024 年）》《铜仁市易地扶贫搬迁稳岗就业
促增收专项行动方案》，引进劳动密集型企
业入驻安置区，培育扶持安置点楼下加工
厂、就业车间（基地），强化服务，实现搬迁群
众家门口就业。目前，全市建有就业车间
（基地、微工厂）248 个，解决搬迁群众就业
7241人。

建立文教宣传联动共创机制，打造互嵌
式文化阵地。一是建立社区民族文化宣传
阵地，将民族文化符号融入社区单体建筑和
风貌设计，配套建设文化广场、风雨桥、钟鼓
楼等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和文体设施，将搬
迁群众的新家营造成乡愁故园。同时因地
制宜建立“乡愁馆”“乡愁苑”“乡愁走廊”“乡
愁情缘”，让搬迁群众在新家园里见到“乡里
人”、体会“乡愁味”、感受“故土情”。截至目
前，共帮助打造易地搬迁社区民族文化乡愁
馆（展览馆、文化活动室）16个，打造民族之
家4个。二是建立民族文化宣传队伍，组建
社区民族文化演出队伍、少数民族工作服务
组织、老年健身文化队伍和青年志愿者队
伍、“矛盾纠纷调解队”“五老巡视”队等，累
计开展感恩教育 2810 场次、市民意识教育
1679场次、文艺演出838场次，有效促进各
族群众和谐相处，守望相助。三是建立民族
文化交流机制，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群众能歌
善舞的特点，开展鼟锣、花灯、金钱杆、土家
摆手舞等表演，交流传递民族民间文化。结
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和民族节庆，开
展“民族一家亲”中秋节“长桌宴”、六月龙舟

赛等丰富多彩的文化联谊活动，融洽邻里感
情。

建立服务保障联动共创机制，丰富互
嵌式社区生活。一是完善服务基础设施体
系，建立文明激励机制，以“春晖励志超市”

“文明储蓄所”等为载体，引导搬迁各族群
众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二是健全民生服务保障体系，
全面加强安置社区住房、教育、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生活服务、救助、治安等公共服
务保障，指导支持有条件的社区依托现有
资源，打造一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宣传教育陈列室，切实为社区群众提供优
质服务。目前，129个安置区实现学校全覆
盖，配置医疗机构132个；新建“一站式”社
区服务中心 129 个、老年服务中心 126 个、
儿童活动中心 127 个，完成安置房不动产
确权登记 67829 套。三是健全社区监督体
系，设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点，依托一
站式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吸纳各族
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将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关内容写入社区居民
公约，依法有序组织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
和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常态化开
展促核心、促文明、扶弱势、引民富、助维权
等志愿服务活动，让各类矛盾纠纷在家门
口解决，有效促进社区各民族团结和谐。
如，思南县双塘街道丽景社区劳动人事争
议调解中心获评为全国“2023 年度工作突
出基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

铜仁市：

“四项机制”打造互嵌式社区新样板
□ 中共铜仁市委统战部

铜仁市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在易地搬迁社区建立党建引
领、创业就业、文教宣传、服
务保障联动共创“四项机
制”，推进129个易地搬迁安
置点实现互嵌式发展，促进
29.36万各族群众交往交流
交融，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互嵌式社区新样
板。

宣教融聚党心，凝聚“向
心力”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央
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全县经济社
会发展各方面、融入宣传教育全过程。

一是政治引领强责任。把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纳入县委、县政府重要议事日程，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党的建设和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入政治考察、县委
巡察、政绩考核，纳入县人大常委会监督检
查和县政协委员视察调研等重要内容。全
县各级各部门严格落实“一把手”负责制，党
委（党组）书记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形
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强大合力。二
是教育培训提站位。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中华民
族共同体概论》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学校思
政课教学内容，依托学习强国、贵州网院、县
委党校和新时代大讲堂等资源载体开展线
上线下“一体化”教育培训。三是宣传引导
聚共识。聚焦载体宣传、网络宣传、活动宣
传等形式，广泛开展“道中华”宣传倡议。在
县政府网站、“凤鸣高冈”微信公众号开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在高速
公路、城市广场、景区景点布设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宣传牌80余幅。通过宣传为
介、活动搭台、群众参与的形式，全县各族群
众同心同德、同向同行，不断凝聚起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向心力。

发展融聚信心，铺就“致
富路”

坚持把发展作为巩固民族团结、改善民
生福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硬核支

撑，积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三个意义”。
一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以全域有机、
全产业链有机“双有机”为引领，纵深推进

“实施‘双有机’战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试
点”建设工作，持续深化“锌硒同聚、有机品
质”溢出效应，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生态经
济。建成生态茶园50万亩，“凤冈锌硒茶”
品牌价值达39.17亿元，与“贵州茅台酒”并
列入选首批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保护名录。
2023 年全县生态经济占 GDP 比重达 60%。
二是全域融入新发展格局。抢抓国发

〔2022〕2号文件机遇，构建起以茶叶、肉牛、
蚕桑为主的农业“3+N”产业体系和以绿色
食品加工、水暖卫浴五金、蚕丝绸轻纺为主
的工业“3+N”产业体系。推进城区、园区、
景区、坝区“四区平台”融合发展，主动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
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重大战略，全力
打造“一城五基地”产业集群。2023年全县
工业企业突破 1000 家，贵州凤冈经济开发
区入驻企业达233家，吸纳就业近30000人，
产城融合、产教融合、产游融合持续深化。
三是全速推进改革创新。深入实施土地市
场化配置、医保制度、体教融合等八大领域
53 项改革。推出的四机制培育壮大“乡村
掌墨师”、“四抓四促”破解乡村振兴后继乏
人难题、“兵分四路”助推“黔货出山”等10
余项改革举措在全省推广。全覆盖实施“党
群直议制”基层治理创新模式，有效激发基
层组织活力。

情感融聚同心，相连“骨
肉亲”

坚持把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任务，
深入实施“三项计划”，不断促进各族群众在
理想、信念、情感、文化等方面深度融合。

一是深入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
精心布设县档案馆—茶海之心—长碛古寨、
知青茶山—进化临江—琊川偏刀水两条青
少年研学线路，打造秀水九龙、红色乌江、康
养茶海等6个研学基地。2023年以来共接
待县内外各族青少年开展研学活动12.3万
余人次。充分发挥东西部协作联动优势，与
广东珠海市香洲区共同实施各族青少年交
流计划，两地青少年每年互访交流30批次
4000余人。二是深入实施各族群众互嵌式
发展计划。以创建文明社区、健康小区、红
色楼栋为切入点，搭建“民声总台”服务平
台，实现群众有呼声、总台有回应。组建
120支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队，从网
格管理、教育培训、就业创业等环节着力，推
动各族群众互嵌共融。用活东西部协作对
口帮扶机制，在县城易地搬迁社区创建粤黔
协作现代农业产业园，引企入园26家，吸纳
城镇居民就近就业 4000 余人，激发带动自
主创业、兴办企业60多家。三是深入实施
旅游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持
续深化茶旅、农旅、康旅“一体化”融合发展，
全力构建“场景+住宿+多业态”乡村旅游生

态圈。2023年接待游客308万人次，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30亿元。

文化融聚内心，奏响“主
旋律”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党的创新理
论凝心铸魂，用中华优秀文化启智润心，推
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一是坚定不移传承红色基因。以红六
军团、红九军团进入凤冈的红色故事为主
轴，编撰《凤冈红色故事》书籍。建立琊川镇
偏刀水、天桥镇红军小学、永安镇农民互助
合作陈列室等红色信念教育基地，年均接待
县内外游客20万人次。二是推动文化大繁
荣大发展。正确引导和把握中华文化和各
民族文化的枝干关系，深入挖掘体现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民间文化和地方特色
文化，成功创建“全国文化先进县”。先后打
造《梦里茶乡》《祭茶大典》《龙凤茶》等茶乡

“十台戏”，凤冈《土家油茶》《脚盆龙》《丝弦
灯》等文艺节目多次亮相中央、省级主流媒
体，充分展示了凤冈县民族民间文化和地方
特色文化的多姿多彩、多元一体。三是加强
历史文脉和文化遗产保护。大力弘扬仁孝
文化、太极文化、生态文化，创造性吸收瑜伽
文化与茶文化相融相生形成独具特色的禅
茶瑜伽养生文化。以玛瑙山古军事洞堡“国
家文物保护单位”为代表的71项物质文化
遗产列入国家、省、市级保护名录，以“黔北
吹打乐”为代表的44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列
入省、市级保护名录。

治理融聚民心，夯实“压
舱石”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积极探索基层治理实践创新，
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广泛凝聚各族群众
发展共识和奋进合力。

一是“三治融合”激活力。充分发挥
自治强基、德治教化、法治保障“三治融
合”作用，形成“党建+三治”基层治理体
系。按照“党建引领、干部主导、群众主
体”原则，全覆盖推行“党群直议制”。以

“党支部+议事会”运行模式，把基层党组
织、党员、群众“三方”力量凝聚起来，共商
乡村发展、共议乡村建设、共解乡村难题，
有效调动各族群众主体意识、参与热情和
内生动力，实现基层治理从“被动管理”向

“自我服务”转变。二是“三心合一”优机
制。以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
范县”为目标，探索实施县级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
中心、融媒体中心“三中心合一”共建共融
模式，推动落实平台、机制、活动、成果“四
个融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
线贯穿于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宣传文化
始终。全方位弘扬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
神，多角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
领域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透至社会
生活、文化生活、群众生活方方面面。三
是“三调联动”构和谐。把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融入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格局，纳入“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网格体
系，着力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
解“三调联动”机制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
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

“稳压器”作用。2023 年以来，全县“三调
联动”共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2861 次，
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3977 件，调解成功 3837
件，成功率 96.48%。同时，通过持续强化

“四治三巡三干预”工作措施，坚持线上线
下一体化治理，牢牢守住社会大局安全稳
定的底线。各族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满
意度持续增强，构建了共居共学、共建共
享、共事共乐的幸福家园。

遵义市凤冈县：

“五融聚五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中共凤冈县委统战部

遵义市凤冈县近年来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
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
各项工作的主线，以融为导，
以聚为要，不断夯实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基
础、物质基础、情感基础、文
化基础和社会基础，有形有
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贵阳市修文县近年来全面贯彻
“信任尊重、团结引导、组织起来、发
挥作用”工作思路，探索“2+12+N”
模式，即通过修文县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联谊会、修文县网络人士联谊会带
领，12个乡（镇、街道）新联会分会加
强阵地建设，并结合各地实际探索多
种统战工作实践，不断加大工作力
度，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高质量发展。

发挥县新联会、县网联会“头雁先飞”作用。县
新联会、县网联会主动发力，通过“四项行动”，在思
政引领、资政建言、纾困解难、互助共赢等方面发挥
了示范带动作用。

一是实施凝心行动。及时召开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通过会长联络分组学
习模式，灵活运用线上送学的方式，及时推送学习
最新政策、理论、会议精神。二是实施汇智行动。
搭建“五心同行”文化沙龙活动平台，推动统战成员
以文会友、互动互促，
聚焦中心大局畅谈交
流、资政建言，将成熟
的意见建议直送党委
政 府 领 导 班 子 参 考 。
三 是 实 施 暖 心 行 动 。
推动新联会建立会长
联络走访机制，帮助 30
多家会员企业解决法
律服务、水电路配套、
金融贷款等各类问题
42个，帮助10家会员企
业解决低息助企贷款
5000 余万元。四是实
施新耀行动。推动建
立“新（网）联会+电商
协会+乡村+农户”合作
机制，通过电商与直播
相结合的带货模式，帮
助猕猴桃等农产品迈
上“农货出山高速路”，
赋能乡村振兴。

汇聚 12个新联会
分会“群雁齐追”力量。
各乡（镇、街道）不断强
化新联会分会建设，整
合辖区资源力量，积极
动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参与基层治理，主动为
乡村发展建言献策。

一是加强分会建
设。12 个乡（镇、街道）
按照有党组织、有思想
政治引领、有活动、有
骨 干 队 伍 、有 条 件 保
障、有制度规范的“六
有”标准进行建设，目
前 修 文 县 已 实 现 乡
（镇、街道）新联会分会
全覆盖。二是加强阵
地建设。结合 12 家乡
（镇、街道）文化走廊建
设及现有资源，积极打
造统战人士来报到、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文化
角、统战人士同心联谊
室等阵地，让新的社会
阶 层 人 士 行 有 所

“指”。2024 年以来，共
利用阵地开展活动 36
次。三是加强作用发
挥。让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心有所属，注重发
挥乡（镇、街道）统战对
象资源力量，动员各界
人士共同参与基层治
理、乡村振兴、农村“五
治”等相关工作。2024
年以来，助力化解矛盾
纠纷 600 余件，建言献
策36条。

探索N种统战工作
实践“多点发力”。修文
县支持县新联会、县网
联会、各乡（镇、街道）利
用各自特色资源，探索
各种统战工作实践，多
点发力不断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一是“新阶+”活起来。阳明洞街道采用“1+1+
2”（党工委领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带头发力，“新
阶+旅居”“新阶+万企兴万村”2 个模式探索）工作
方式，用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力量助力乡村发展，
帮助解决问题12个，带动增收270万元。六广镇通
过“新阶+民族+产业”发展模式，深度挖掘少数民
族传统手工艺品市场价值，通过开设直营店、培养
绣娘等方式，带动群众增收。二是“新阶人士”连起
来。扎佐街道、久长街道、景阳街道在辖区建立多
个同心联谊室，采取点面结合、区域覆盖方式，把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联系上、组织起来，凝心聚力，开展
理论学习 4 次、联谊活动 6 次，动员 160 余名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参与。三是“新阶力量”用起来。六屯
镇大木村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共同推动下，大力发
展“避暑经济+研学经济+产业发展”，系统推进“四
个 1000”，改造提质猕猴桃果园 1000 亩，发展高效
生态韭黄产业 1000 亩，全面推进 1000 亩高标准农
田建设，乡村振兴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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