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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新的测评指标需要把握几个关键

点 

——国家民委民族团结促进司负责人就新

的测评指标答记者问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

作的重要思想，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创新发展，国

家民委于今年 1 月公布了新修订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市（地、州、盟）和县（市、区、旗）测评指标。   

测评指标是衡量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成效的标尺，

新的测评指标是新的“指挥棒”。为帮助各创建地方和单

位准确把握新标准新要求，切实把新要求落实到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全过程，本报采访了国家民委民族团结促进司相

关负责人，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解读。   

问：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地、州、盟）、县

（市、区、旗）测评指标出台背景是什么？及时调整完善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测评指标有哪些重要意义？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我们党民

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共

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

要求，形成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在 202

1 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着力深化内涵、丰富形

式、创新方法”，对创建工作提出了从内涵、形式、方法

等全面提升的更高要求。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积

极顺应形势任务变化，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条民族工作的主线，我们对 2020 年印发的《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州（地、市、盟）测评指标（试行）》和 2014

年印发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县（市、区、

旗）测评指标》进行了修订。   

这是推动各地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落实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举措。新指标严格对标对表中央最新

要求，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明主线，紧紧围

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大任务设置测评项目，针对

西部地区、东中部地区不同工作侧重分类制定指标，根据

工作重要性、紧迫性、系统性科学确立权重，体现了创建

工作导向理念、目标任务、形式方法等全面的更新和升

级，将有力指导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一步沿着正确的

方向不断向广度深度拓展，充分发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重要抓手作用，为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

展 作 出 新 的 更 大 贡 献 。    

   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的主线，为围绕主线做好创建工作，测评指标从主要原

则、指标设置等方面作出了怎样的调整？  

答：在修订过程中，从框架搭建到具体测评内容设

置，我们始终将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首要

原则，所以，新指标最大的特点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主线鲜明。   

从框架上看，指标共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加

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这是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工作的根本保障。后面五部分是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

现代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坚决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重大风

险隐患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五大任务，逐一对照

设置的。   

从测评内容看，每一条测评内容都是对如何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要求和明确指导。比如第 6 条，既

强调了“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干部教育、党员

教育、国民教育体系，搞好社会宣传教育”的要求，又从

“有分众化的宣传教育举措，有面向全社会的群众性教育

实践活动、宣传产品，有线上线下宣传教育阵地”等方面

提出具体落实途径。所以，新指标在一定程度上既是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标准，也是工作指南。   



问：测评指标突出了对西部、东中部地区的分类考

核，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不同地区应如何立足实际，找

准创建工作的切入点、关键点？   

答：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方面，任何

地区都是一样的，责无旁贷。但由于自然地理、民族分

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存在差异，不同地区具体工作侧

重、切入点和关键点有所不同。为更好地指导各地立足实

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我们区分了西部和东中部地

区，进行分类考核。   

具体来讲，西部地区主要是指民族地区，与东中部地

区相比，在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防范化

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方面

任务更重，同时还面临固边兴边富民等特殊任务，所以设

置指标时强化了对这些工作的考核。东中部地区则应在做

好本地民族团结工作的同时，充分发挥对口支援和东西部

协作等机制作用，在推动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各民族跨区域双向交流、推动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等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

面积极作为。与此同时，西部和东中部地区都要在加强和

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特别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上下功夫，切实引导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积极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

同体。  

问：测评指标突出了对工作实效的考核，如何准确把

握创建工作的“实功”与“实效”？   

答：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是各地各部门各行业开

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要对标的先进，是在全社会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民族工作领域的榜样。既为示范，就要有实

实在在的工作成绩和令人信服、群众满意的工作成果。因

此，在新指标中我们既考核工作情况，也考核工作效果。

比如“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部分，既提

出了对工作举措的要求，同时还将采用问卷调查等多元方

式，对各族干部群众“五个认同”的情况等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建设的成效进行评估评价。这就要求争创示范，

不能只满足于做了多少工作，还要确保把工作做好、做出

实效，真正让各族群众得到实惠、感到满意。   

问：如何切实发挥好测评指标的“指挥棒”作用，推

动创建工作创新发展？   

答：一是要准确把握。深刻理解新指标所蕴含的价值

导向，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创建工作的指

导思想、主要任务、评价标准，贯穿创建全过程各方面。

二是要广泛宣传。既要聚焦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者开展

有针对性的解读和培训，又要面向全社会做好宣传阐释，

让大家都能清晰感知和准确把握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的新内涵和新要求。三是要依标评审。严格按照新的指标



开展示范选拔推荐和评审命名工作，真正选出在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做在前、走在

前的典型。   

此外，各地应积极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地、

州、盟）和县（市、区、旗）测评指标为指导，及时分类

完善民族团结进步“七进”测评指标，以新的指标体系引

导各地区各单位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

入开展创建，着力深化内涵、丰富形式、创新方法，打造

创建工作升级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