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民族团结月 社区民族团结教育心得
体会(通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新疆民族团结月篇一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情的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
已成为城市基层组织及城市主管部门重点关注的对象。社区
作为一个小型的、可管理的、地域本位的社会组织，在组织
和服务方面具有易于触达、关注社区居民生产生活和日常问
题的优势，成为维持和谐社会、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阵地。
同时，社区民族团结教育也日益受到重视。下面我将结合自
己的工作实践和学习心得，谈一谈社区民族团结教育的体会。

一、社区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性

社区民族团结教育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内容，它旨在传播爱国
主义、民族团结、和平友好、良好文化传统等价值观，促进
各族人民心灵的互相交融，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社区民族团
结教育贯穿着整个社区发展的全过程，重视社区文化传统、
社区文化交流、尊重文化差异、促进社区各民族间相互理解、
团结和和谐发展。而当前，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
化进程的加速，民族融合的过程也变得更加迫切。

二、社区民族团结教育方式

社区民族团结教育方式有很多，我们要根据社区自身的特点，
选择合适的教育方式。社区民族团结教育可以通过举办文化
活动、安排公益志愿服务、省亲会等方式来开展。举办文化



活动是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途径，例如舞蹈、歌唱比赛、民
俗艺术展览、书画展览等，通过活动的平台，可以让各个民
族专业人士展示自己的文化魅力，以贡献文化传承；而安排
公益志愿服务，则可以大大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度，凝聚居
民团结的力量，实现志愿服务的同时，培养社区居民的爱心
和责任感；省亲会则可以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沟通，彼
此欣赏、学习和借鉴，促进社区各民族和谐相处。

三、社区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意义

社区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意义是非常广泛的，它可以唤起社
区各族群众的爱国心、民族自豪感、社会责任感等积极情感；
可以在社区中形成文化交流、语言交流的文化大熔炉；可以
加深社区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减少误解，培养跨文化的沟
通能力；并能够增强居民的社会责任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四、社区民族团结教育的注意事项

社区民族团结教育在开展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要认真倾听
和体察各种声音，准确反映民意，避免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
出现一方“以一己之意”，强行要求另外一方，以免引起不
愉快的后果；要适当安排活动开展的时间，注意到各种文化
传统和风俗习惯等问题，不能让活动内容丧失其宗教文化特
点，失去其意义和价值；还需要特别关注困境群众和弱势民
族群体的生存问题，让社区民族团结教育更加深入人心。

五、结语

“多元一体，和而不同”，这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一条重
要准则。同时，社区民族团结教育也是我们推进中华民族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我深信，只有在社
区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中，我们才能升华爱国爱民情感，推
动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创新，促进和谐发展、构建
幸福共同体，为实现全体社区居民的幸福生活做出更大贡献。



新疆民族团结月篇二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1982年，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把每年5月确定为新疆民族团
结教育月，今年5月，是自治区第“30个民族团结教育月”。
近30年来，新疆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
了很大成绩。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民族团结，对于促进新
疆各族人民共同繁荣发展，保障新疆各族人民幸福安康，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是每一个中
华儿女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区，其中世代居住的民族有维吾尔族、
汉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
锡伯族、满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塔塔尔
族等13个民族。随着祖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新疆的少数民族到祖国各地
发展，祖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到新疆发展，截止底，在新疆
有53个民族成份，总人口为2130.81万人。“汉族离不开少数
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民族相互谁也离不开谁”的
思想不仅在新疆深入人心，而且已经在全国开花，必将为中
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繁荣，结下丰硕成果。历史作证:新疆的
快速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离不开祖国大家
庭的鼎立支持，离不开新疆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我们一定
要记住党的恩情、记住祖国的温暖，记住各族人民共同团结
奋斗的辉煌历程，高度警惕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和
暴力恐怖势力，坚决反对他们对新疆民族团结的破坏，坚决
反对他们对新疆各族人民奋斗成果的破坏，坚决反对他们对
新疆各民族人民幸福和安康的破坏。

历史作证，我们可爱的祖国，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以
鲜血和生命共同捍卫的美丽家园;伟大的中华民族，是56个民
族互相依存、共同发展、团结友爱的大家庭;数千年传承的中
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勤劳、勇敢结晶，是各民族共同



创造的精神奇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坚定信念，也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选择。

老师们、同学们，博州师范学校是民族团结的大家庭，让我
们共同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让我们共同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让我们共同“感恩伟大祖国，建设和谐
新疆”，为实现民族团结、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新疆民族团结月篇三

第一段：引言（150字）

在我国这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中，民族团结一直是我们
努力追求的目标之一。如何增强民族团结意识，让不同民族
的人们心灵相通，成为了我们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最近，
在参加一次民族团结教育班会后，我对于这个问题有了更深
入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收获了很多珍贵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班会内容介绍（250字）

此次民族团结教育班会，我们班级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演
讲和交流。有同学讲解了各民族历史渊源、文化特色等方面
的知识，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和理解不同民族之间的区
别与联系，从而增强尊重和宽容的心态。还有同学分享了自
己亲身经历的跨民族交往故事，让我们感受到民族团结的温
暖和力量。最后，班主任老师也作了总结发言，希望我们能
够将这次班会学习到的知识和感悟贯穿于日常生活中，加强
对民族团结的认识和支持。

第三段：体验感受与启示（350字）

这次班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听完不同同学的演讲后，
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应该尊重和理解每个民族，而不是片面地去批判或歧视。同



时，从同学们分享的故事中，我也看到了跨民族友谊的真挚
与美好，这让我深信民族团结是能够真正实现的。

此次班会也给我带来了启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从容
面对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尊重彼此，宽容包容。对于不同
文化的接受，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主动了解、学习，
而不是自以为是地宣扬自己的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促
进各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相互尊重，切实增强民族团结意
识。

第四段：实践行动与应用（300字）

了解和学习固然重要，但最终的目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贯彻实
践。因此，我们需要践行这些关于民族团结的信念，做到言
行一致。与不同民族的人交往时，我们应该切实关注别人和
自我保持平等的心态，主动扫除心理和文化障碍，增强融合
和互动的意识和能力。同时，在面对民族问题的时候，我们
也要多角度思考，广泛征询不同民族的意见和建议，以更加
客观和公正的态度处理和解决问题。

第五段：总结（150字）

总之，此次民族团结教育班会深刻启示了我们，提高了我们
的民族团结意识。我们应该时刻保持谦逊、包容的心态，追
求平等、和谐的社会关系，共同建设一个团结和谐、充满活
力的社会。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民族团结将迎来更加
美好的明天。

新疆民族团结月篇四

作为一名大学生，在校园里接触到的大部分都是同胞，因此
我们更应该关注民族团结意识的培育。为此，我们班组织开
展了“民族团结教育班会”，让我深刻认识到民族团结的重
要性、自己在其中的角色和责任，在活动中体会到了班级团



结的力量。下面，我结合活动所学，谈谈我的体会和感悟。

第二段：学习内容和收获

在民族团结教育班会上，我们聆听了来自政府代表、民间组
织等方面人士的精彩讲述，学习了党和政府在加强民族团结
方面的重要举措和政策法规。同时，活动也增强了我们对民
族团结的认识，提高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让
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要共同守
护祖国，促进和谐发展。

第三段：认识自己在民族团结中的角色

在民族团结教育班会上，我们不仅学习了理论知识，还参与
了小组讨论和角色扮演活动，深入了解了个人在民族团结中
的作用和责任。我认识到，作为一名大学生，要发挥自己的
示范力和影响力，在班级中积极倡导民族团结、促进沟通交
流，为增加班级凝聚力、营造良好的民族团结氛围做出贡献。

第四段：感受班级团结的力量

在民族团结教育班会中，我们还参与了丰富多彩、充满趣味
的集体活动，感受到了班级团结的力量。在班级中，每个同
学都发挥自己的优势，共同合作完成各项任务，在困难面前
协作解决、士气高涨。这种团结氛围不仅是班级和谐稳定的
关键，也是支持我们共同成长、取得更大成就的基础。

第五段：总结和结论

总之，在民族团结教育班会的学习过程中，我认识到了自己
在民族团结中的角色和责任，感受到了班级团结的力量，加
深了对民族团结的认识和理解。未来，我定会继续发扬民族
团结精神，将它融入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为班级、为祖国
的团结和发展尽一份力量。



新疆民族团结月篇五

一曲优美动听的《新疆好》，唱出了两千万天山儿女的心声。
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新疆大地安定祥和，到处奏响
民族团结的凯歌。“团结月”凝铸兄弟情。新疆生活着维吾
尔、汉、哈萨克、回、蒙古等47个民族，在历代抵御外敌入
侵、反对分-裂祖国的斗争中，各族人民结下了兄弟般的深厚
情谊。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和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高
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贯彻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的民
族宗教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以民族团结促进社会
稳定和经济发展，建立“平等、团结、互助、进步”的新型
民族关系。在加强民族团结、搞好民族工作的实践中，自治
区党委和政府总结出一套成功经验，那就是加强对各族干部
群众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开展群众性的民族团结创建活动，
使民族团结的思想家喻户晓，深入人心。1982年，自治区党
委和政府隆重召开新疆首次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
彰大会，发出了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把加强民族团结教
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的倡议，将每年5月
定为全区的民族团结教育月。从此，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在天山南北广泛开展起来。每年5月春暖花开时，新疆各地的
农村牧区、工厂矿山就荡漾起民族团结教育的思想之风和政
策之风，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报刊、广播、电视宣传，将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思想和党的民族政策带到各族干部群众的
身边，团结互助蔚成风气。

来，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以月促年，在新疆各族干部群众中牢
固树立起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使他们懂得了“民族团结则百
业兴旺，民族纷争则百姓遭殃”的道理。针对少数民族分-裂
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的活动，自治区党委在意识形态领域开
展反分-裂斗争再教育活动，使破坏民族团结的极少数人无处
藏身。民族团结教育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密切结合，少数民
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得到普遍尊重。同时，一
大批德才兼备、立场坚定的少数民族干部被提拔到各级领导
岗位上。目前，全区少数民族干部已达34、8万人，占干部总



数的51、8%。随着少数民族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少数民族
各级各类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今年是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的第20个年头，各地不仅
召开座谈会、研讨会和报告会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而且举办了一系列的电影周、文艺演出、图片展览、歌咏比
赛、演讲比赛等活动，吸引各族群众广泛参与。自治区各家
新闻媒体通过对20年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的回顾和评论进行
宣传，营造出浓厚的舆-论氛围。盛开的民族团结之花1963年，
一名刚从扬州医专毕业的青年，满怀希望来到高寒缺氧、风
沙肆虐的帕米尔高原，在海拔2100米的乌恰县做了一名医生。
他就是已经退休的原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人民医
院院长吴登云。来自江南水乡的吴登云没有被高原恶劣的`环
境吓倒退缩，而是兢兢业业地在西部边陲的高原上救死扶
伤38年。他视柯尔克孜族牧民如亲友、如手足，忠实履行着
自己“做一名人民的好医生”的诺言，前后30次为病人无偿
鲜血，累计鲜血7000毫升，被当地牧民亲切地称作“白衣圣
人”。吴登云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换回了少数民族同胞的尊
敬和爱戴，多次获得各级政府颁发的民族团结模范称号。中
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先进基层
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及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位始终如。

一、扎根边疆缔结各族人民兄弟情谊的人民医生也名列其中。
在并肩建设社会主义、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当中，涌现出一
个又一个像吴登云这样无私奉献的民族团结先进模范。
从1982年至今，新疆共表彰奖励了国家级和自治区级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单位748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1273名。白克
日?卡依尔是塔什店火电厂一位普通工人，今年夏天为了抢救
不慎落水的汉族儿童，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这名
优秀的维吾尔族工人眼中，汉族同胞就是自己的“吐汗吾干
木”(亲兄弟)。他不止一次地伸手援助遇到困难的汉族乡邻
同事，替不认识的汉族病人垫付医药费，在各族群众中间传
唱成了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杨忠贤，巴里坤草原上的一名
乡村医生。他为草原上的哈萨克族妇女接生3000名婴儿，挽
救了数百濒危病人的生命，培养出上百名弟-子在草原上救死



扶伤。在他死后，哈萨克牧民破例第一次用自已的风俗接纳
了这位汉族兄弟，将他安葬在雪山脚下的哈萨克族部落墓群
中。阿布旦，阿勒泰草原上的哈萨克族牧民。冬天，阿勒泰
地区遭受30年不遇的特大雪灾，上百名汉族矿工被大雪围困
在离阿布旦家毡房不远的地方，随时有生命危险。阿布旦毅
然把自家储备的面粉分给断粮的人，把自家正在怀胎的8头奶
牛宰杀，将牛肉分给饥饿的汉族弟兄。他让冻伤的矿工住进
自己的毡房并让儿子冒着被大雪埋没的危险踩着雪橇下山送
信。他说：“为了挽救汉族兄弟的生命，就是遇到再大的困
难和危险，也要把信送到。”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通过树
立民族团结先进典型，在全区营造出一种人人讲团结、个个
争先进的氛围，推动着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民族团
结的思想，已经深深扎根在新疆各族百姓的心中。热爱民族
团结的无数群众，在生活和工作中身体力行，数十年如一日
地贯彻民族团结的精神，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默默付出。团
结稳定促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带来了社会的安宁与稳定，形成
了建设合力，为新疆经济与各项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
有力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投
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新疆的发展。20多年来，新疆
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3000多亿元，其中国家投资占60%以上。
这一时期，新疆国民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建立起以农业
为基储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一批大型骨干项目的
完成和生产能力的实现，使新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大大加
强。棉花和石油是新疆两大优势资源，在中央政府和兄弟省
市的支持下，这两项资源已经变成新疆的支柱产业。新疆棉
花产量占全国总产的三分之一，这几年各级干部和技术人员
下到田间地头，帮助各族群众掌握生产技术，使得棉花连年
高产，棉农收入稳步增长。随着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两
大油气田不断探明新的储量，新疆已经成为我国石油资源战
略接替区，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开发，也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
巨大实惠。伴随石油开发进行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
设，解决了长期困扰南疆人民的出行不便和照明问题，改善
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条件。新疆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世
居高原和沙漠边缘，尤其是南疆地区的各族群众，生产和生



活条件特别艰苦。解决这部分群众的温饱问题，始终是自治
区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工作。去年，新疆30个贫困县市农牧
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1138元，比“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
以前增加了570多元，农牧区的贫困发生率从1994年的20%下
降到目前的4、4%左右，贫困地区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
设施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了新疆对内对外的经贸合作，吸
引了大量外来资金。无论是首府乌鲁木齐，还是南疆重镇喀
什或西部边城伊宁，到处都是一派和睦安宁的景象，吸引着
国内外的投资者。在新疆这片祖国西部的热土上，各族人民
正团结一心，共同营造着团结、稳定、繁荣的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