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之窗
2020年 7月 13日 星期一

主编：阿孜古丽 责编：吴江霞6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民族团

结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根据中国的具

体国情，要求各级干部和群众清醒地认识统一多

民族国家的“民族国情”，明确提出了解民族问题

发生发展和妥善处理的科学规律，正确处理多民

族国家的内部团结与国家统一，是做好民族工

作、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前提和基

础，对做好民族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更高要

求。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的民族问题，切实

做好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

求；是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确保党

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是开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必然要求。

西藏的发展离不开党中央的亲切关怀，离不

开全国人民的支援，在感怀西藏发展的同时，我

们更深切怀念那些在历史上为祖国统一、民族团

结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先辈和仁人志士，是他们的

默默奉献和远见卓识，才有了西藏的社会稳定和

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

一、各民族之间的团结维护了
西藏的稳定和祖国统一

历史上，在守卫西藏这片祖国神圣领土的和

谐安宁、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程中，无

数的中华各族儿女献出了热血和生命。1681年，

执掌西藏地方政权的达赖汗派堂兄甘丹才旺率

领蒙、藏士兵，历经一年多的征战，收复了被拉达

克人侵占了多年的阿里地区。在这场战役中，

蒙、藏士兵同心协力维护了西藏边界的稳定安

宁，收复了祖国疆土。1792 年，为驱逐廓尔喀人

对西藏的侵略，清朝大将军福康安率领蒙、满、

汉、回、藏士兵进行了反击侵略收复国土的正义

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各族儿女上下同心、齐心

协力，在艰苦的高原环境中，不怕征战的艰难，在

千里追击战中奋勇出击、连续作战，中华优秀儿

女共同维护了祖国的尊严。

在近代，列强环伺国际环境险恶的情况下，

为抗击英国人对西藏的侵略，在 1888 年和 1904

年，中华各族儿女在西藏又上演了轰轰烈烈的第

一次、第二次抗英斗争，大量的汉族和其他民族

优秀分子与藏族同胞在共同守卫祖国的这片神

圣领土中，献出了生命。1951 年，人民解放军进

驻江孜、亚东时，部分参加过江孜抗英战斗的清

军老兵还生活在亚东，并向进军西藏的人民解放

军讲述了抗英的过程和经历，可见在保卫边疆守

卫国土的历史进程中，各族儿女都进行了英勇的

抗争。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守

卫祖国的西南边陲，按照 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央

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

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边

防要地，结束了西藏历史上长期有边无防的状

态。

1962 年 10 月，为了反击印度对中国领土的

蚕食，在国际上打破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

的封锁，面对当时国内 3 年自然灾害带来的不利

情况，毛泽东等老一辈党的领导人英明果断决

策，决定对印度进行自卫反击战。在刚获得翻身

解放的百万农奴的支持下，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对

印自卫反击战的巨大胜利，打击了国际敌对势力

对中国采取的扼杀政策，有力地巩固维护了祖国

边境安全和安宁。这场战役有力地挫败了印度

对我国西藏的蚕食阴谋，也让世人知道了中国人

民真正站起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大门口拿着

几门大炮，逼迫中国人民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旧时

代再也一去不复返了。

二、真心真情心连心，携手共谱
团结情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接见民族团结优秀

代表时指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各族干部群众都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

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

结。”

就 西 藏 自 治 区 而 言 ，藏 族 与 门 巴 族、珞 巴

族、僜人、夏尔巴人是世居民族，此外，历史上还

有其他民族移居西藏，包括纳西族、独龙族、傈

僳族、回族等民族同藏族杂居。拉萨市，就是一

个各民族交流融合的中心之地，几百年来，在拉

萨等城市里生活着汉族、回族、满族、蒙古族等

民族，在共同的生活中，各民族相互包容、相互

依存，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在西藏也得

到了实现。

唐朝时期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联姻，加强

了藏汉民族交流融合，文成公主进藏，带去了各

种诗集、经史、医药、天文历法书籍以及各种植物

种子，极大地促进了西藏与内地在经济、政治、文

化等方面的交往和交流。松赞干布也将王室等

贵族子弟送到长安学习。到唐朝中期，随着金城

公主的和亲进藏，更进一步密切了汉藏间的交

流，公元 821年唐蕃会盟“合同为一家”。

公元 8 世纪，据《新唐书·吐谷浑传》记载，吐

蕃政权攻灭了处于青海河湟地区的吐谷浑政权

后，将部分以鲜卑人为主的吐谷浑政权贵族俘虏

迁移到西藏高原，在与藏族的共同生活中逐渐融

合到藏族中。

清初蒙古族，曾经在西藏的历史舞台上占

据过重要的地位。格鲁派在西藏一派独大，离

不开满族和蒙古族为首的清中央政府的支持，

在当雄一个“被挑选出来的草原上”和硕特蒙古

“八旗”的兵丁以及藏北三十九族部落中的蒙古

族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和藏族交流交往，逐渐和

藏族融合，在西藏高原这片共同的家园中，演绎

了蒙古族和藏族和谐相处融合的民族团结之

歌。

根据史料记载，清朝时期各地的满、汉、回

等各族人民长期存在。自唐蕃通婚以来，便有

汉族人进入西藏，历经宋、元、明各代不绝。在

清代前期，汉族人进入藏区。随着清朝多次用

兵西藏以及在交通线设置台站以及粮务、游击、

千总、把总等文武官员的任命，大量军队驻扎于

藏区各地。部分官兵退役后，在驻地附近开垦

荒地或做些小生意，并与当地藏族女子相结合，

逐步定居下来。

1951 年 5 月 23 日，《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人

民解放军向拉萨进军的途中，在三十九族分工委

辖地，18 军进藏部队建立兵站向西藏腹心地区

进军的过程中，曾出现过这样一幕感人的情景：

一名经历过清朝、民国时期已经瘫痪在家的老

人，知道人民解放军到了自己的家乡，一定要让

自己的儿女抬着他去见人民解放军，见到人民解

放军后，他抚摸着人民解放军兵站负责人的手，

对年轻人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军队，是我们的亲

人，你们一定要好好帮助人民解放军完成进军驻

守西藏的任务。”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以

及各项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党中央的支持和内

地兄弟省市的对口援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 3

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全国人民无私的支援下，内

地群众省吃俭用，节约出粮食支援西藏，保障了

西藏的物质供应，充分体现了中央对边疆少数民

族地区群众的关怀和关心。

在西藏的广大农牧区，也有一大批汉、藏干

部为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基层工作和群

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生活、交通极具困难

的年代，这些汉族干部和其他民族干部，在走村

串户的过程中，经常是骑着马在广大的农村、牧

区为群众讲解党的方针政策，在共同的生活劳动

中，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干部和群众结下了深厚的

民族情谊。汉族干部和其他民族干部，一切听党

的安排、一切服从党的指挥，以高度的政治原则，

在西藏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些干部能

用藏语和群众交流和谈心，想人民所想、急人民

所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群众排忧解难。很多

干部在基层默默地奉献，献了终身献子孙，目前，

在西藏依然有一大批“西藏二代、三代”继承着父

辈的旗帜，与 20 世纪改革开放后进藏的大学生，

生活战斗在西藏的各条战线上，为西藏的社会主

义建设服务。

在广大的西藏城镇乡村，藏族同胞对中央的

关怀以及各民族的无私支援心怀感念，并用实际

行动践行“三个离不开”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和

民主改革之初，很多获得翻身解放的藏族男女青

年到内地学习，毕业后回到西藏工作，在与其他民

族青年同志共同工作生活中结下了深厚感情，并

与之结合组成民族家庭，这样的家庭在西藏谱写

了民族团结之歌，增进了民族融合和相互理解。

在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有许多这样的家庭在

为之默默奉献，建设着属于自己的美好家园。

三、深入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凝
心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始终关注民族问

题，在长征中就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在党的民族政

策召唤下，参与到解放中华民族的行列里。毛泽

东等老一辈领导集体十分关心少数民族干部的

成长，在抗日烽火高涨时期的延安，党的领导集

体决定在延安开办延安公学，招收少数民族干部

学员进行培训，为今后党的民族事业发展培养储

备人才。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和民主改革时期，西

藏干部队伍里的天宝、杨东生、胡宗林等自治区

领导便是那个时期党培养的少数民族干部，在后

来的西藏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9 年 3 月 28 日，西藏上层发动全面叛乱

后，人民解放军奉中央命令平息叛乱。在广大

的西藏农牧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百万翻身农奴

进行了人民政权建设，在这一时期，广大的翻身

农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民族改革和建设社会

主义的行列中，以朴素的阶级感情，忘我地在西

藏各条战线上辛勤地劳动着、奉献着。并涌现

出了以热地、巴桑等优秀分子为代表的少数民

族干部，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21 世纪，为党的事

业作出了杰出贡献，成为少数民族干部中的杰

出代表和楷模，并整整影响了几代人。他们的

成长也印证了毛泽东主席说过的：“政治路线确

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西藏的发展离不开稳定，也离不开祖国的

稳定和支持，历史的经验证明，西藏的发展始终

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始终站在全局的高度，对维护民族团

结、祖国统一高度重视，关于民族团结工作，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指示和指出，团结稳定是福，分

裂动乱是祸。要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

育，使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光荣传

统代代相传。民族团结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

线。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做民

族团结重在交心，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各民

族同胞要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维护民族团

结、祖国统一。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

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

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

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的多元一体格局。

在西藏各族干部继续在各条战线上忘我工

作，把群众当亲人、把异乡当故乡，真情投入到工

作中。

西藏的历史发展主线，始终和历代中央政府

的稳定发展分不开，西藏的历史进程中，祖国各

族人民都进行了参与并作出了贡献。从古至今

概莫能外，苦难与辉煌、艰辛与光荣，西藏人民总

是与各族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形成了紧密一体

的多民族共同体。我们要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

易的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

长盛。只有 56 个民族拧成一股绳，中华民族才

能拥有强大民族凝聚力，才能不断创造历史伟

业，才能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才能维护祖

国统一安全，才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单位：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

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
—从西藏历史进程看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性
周平

本报讯《求是》杂志 2020年第 13期刊登同心题为《站在百年目标的

门槛上》的理论文章，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一路英勇斗争、凯歌行进的

根本动力，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深刻解答：“回顾党的历史，为什么

我们党在那么弱小的情况下能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在腥风血雨中能够

一次次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

在于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义无反顾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从而赢

得了人民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习近平总书记的精辟概括，为我们站在

百年目标的门槛上认识党的光荣历史提供了根本遵循。

文章指出，历史会告诉未来，未来将印证历史，中国共产党 99 年守

初心、担使命的伟大历程，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过的苦难辉煌

历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用汗水和辛劳铸就的辉

煌、胜利、收获，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永载史册的不朽篇章，也是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和坚实基础。

初心和使命是党的动力之源。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建立

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

目标的集中体现，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到底的根本动力。坚守初

心和使命，就能站稳人民立场，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始终为人民利

益和幸福而不懈奋斗；坚守初心和使命，就能坚定理想信念，做到“千

磨万击还坚劲”，始终从容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坚守初心

和使命，就能坚信科学理论，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始终把握正确方

向、遵循客观规律；坚守初心和使命，就能勇于自我革命，做到“栉风沐

雨自担当”，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坚守初心和使命阔步前进不动摇。2020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视察宁夏时提出的“三个不动摇”，深刻阐明了跟谁走、走什么路、走向

哪里的重大问题，表明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必胜信念和坚定决心，

为全党在新时代守初心、担使命提供了科学指引。坚持和加强党的领

导不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不动摇。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这样一条正确道路非常不容易，要倍加珍惜，坚定不移、独

立自主走好这条“我们自己的路”；坚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

目标不动摇，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

的。决不能有半点松懈侥幸，必须坚持咬定目标不动摇，统揽伟大斗

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奋勇搏击，苦干、实干、拼命干。社

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

文章最后指出，站在百年目标的门槛上，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

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全党同志要以初心砥砺前行的精

神，以使命鼓舞奋发的斗志，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

斗姿态，激励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进，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

力量！

站在百年目标的门槛上 《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

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 2020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这是一部我区关于民族

事务的重要地方法规，彰显了西藏各族人

民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携手同

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强

意志和坚定决心，体现了鲜明时代特色和

价值导向，必将进一步凝聚全区各族人民

守护神圣国土、建设幸福家园的磅礴力

量，谱写西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条例》第十四条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加强民族体育基地和设施建设，挖

掘、传承和推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举办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促进少数民族体育

事业发展。”体育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和

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强各民

族传统体育交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坚定文化自信、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

活、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注重保护传承，积极推广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西藏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我国的一

个重要边疆多民族地区，有藏、汉、回等 45

个 民 族 ，藏 族 和 其 他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占

91.83%。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

民族依据自身的生存条件、地域环境以及

生产生活方式，创造、积累和发展了诸多

独具民族特色的体育运动项目。这些运

动项目在提高各民族健康水平、丰富其业

余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这些民族体育项目也承载着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的历史记忆。西藏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主要有：投掷、马术、射箭、抱石头、

北嘎、押加、马球、吉韧、藏牌、密芒等，这

些项目具有娱乐性、表演性和竞赛性。这

些项目作为地域性较强、参与群体相对较

小的体育运动在传承与发展上一度面临

挑战。西藏和平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结合我区农牧业文

化特性，加大民族传统体育的整理、挖掘、

传承，建立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目录，编制

和完善全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规则，完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体系档案和数据库。以设立保护民族传

统文化传统村、传承人的激励政策为导

向，成立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协会，鼓

励乡镇、村组建农牧民体育组织，培养传

承人、传统村，推进民族传统体育健身示

范区建设。推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申报

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民族传统体育传承

保护监测机制，推动优秀少数民族体育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国家体

育总局在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

要结合国家文化体育发展战略，传承和推

广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保护和开发体

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体育为载体阐释中

国梦，推动中华体育文化走向世界。我区

的“当吉仁赛马会”等被列入国家和自治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厚植了民

族传统体育的根基，推动了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走向世界。同时，我区把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作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力量，纳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

兴战略，充分利用国家扶贫政策和兴边富

民政策，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开发

和产业扶持力度，推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与旅游、文化等融合发展，发展民族传统

体育表演业，推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民

族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实现融合发展等

措施。

举办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振奋民族精神

西藏民族传统体育是世居高原人群

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

化现象，体现了地域特点、民族心理、社会

风尚、生活习俗，这些运动项目来源于生

活、丰富了文化、滋润了心灵。通过定期

举办民族运动会，保护与传承被誉为民族

文化“活化石”的传统体育，让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在发展中重新焕发活力，促进各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交流交融，推进民族团

结进步，凝聚民族精神和中国力量。我区

以 1999 年成功承办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

运动会拉萨分会场为契机，开展以体育活

动、组织和项目为载体的民族团结创建活

动，鼓励不同民族和群体间的体育交流。

建立民族传统体育赛事活动补助机制，发

展民族传统体育表演业，鼓励地方承办吉

韧、藏棋、响箭、射弩、民族健身操、热巴、

锅庄等项目的自治区级比赛。我区恢复

了四年一届的全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积极开展区域性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推

动我区民族传统体育保护、发展和创新。

经由民族运动会的带动，许多生活在我区

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走出牧

区、走出深山，在世人瞩目的赛场上展示

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这个过程不仅将传

统体育项目推而广之，同时也大大推动了

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由我区推荐的

押加、北嘎等项目列入全国民族运动会竞

赛项目，得到了有效推广和普及。在 2019

年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上，我

区代表团的表演项目新增了强杆踏许、打

牛角、古朵、藏棋等。在十一届全国民族

运动会上，我区代表团获得 14 个一等奖、

22 个二等奖、16 个三等奖，获得 52 个体育

道德风尚奖，取得了赛事成绩和精神文明

“双丰收”，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作为弘扬

我国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民族运动会有着良好的示范和巨大的推

动作用，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架起了一座

各民族展示自我风采、彼此沟通了解的桥

梁，推动各族人民共享社会发展进步的成

果。

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开创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

56 个民族是一家，全民健身强中华。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增强人民体质，民族

传统体育不能缺，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为

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我国正加快推动从以

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实

施健康中国的战略。民族传统体育是各

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积累

和发展起来的，不仅是巩固民族大团结的

重要桥梁，还是号召各民族群众积极投身

到全民健身运动、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纽

带。我区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场地条件要

求不高、技术要点易掌握、适应性强的特

点，成为各民族交流的桥梁，是增强民族

团结、促进全民健身和西藏和谐稳定的重

要基石。我们以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为抓

手，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实现常态化、品牌

化，突出民族特色和区域特点，实施民族

传统体育保护工程，“民族传统体育示范

区”建设快速推进。积极构建“一地一特

色、一地一品牌”的全民健身活动体系，把

日喀则者下斗牛节、山南打牛角、林芝响

箭、那曲恰青赛马节等 7 个项目列为市级

全民健身民族传统项目特色品牌，抓示

范、树典型、树品牌。通过丰富多彩的体

育健身活动，培养各民族团结友爱、互帮

互助的高尚情怀，积极引导各族群众在相

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

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中，形成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民族团结浓厚氛围。以民族传

统体育助力全民健身运动，要坚持以群众

喜爱、群众参与为导向，在覆盖面、吸引

力、高质量上下功夫。对一些特色的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要加大挖掘力度，修订完善

运动方法，适应现代人的健身需求；还要

提升运动的趣味性和观赏性，加强对年轻

人的科学引导，营造开展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的良好氛围；更要注重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的交流交融，让每个民族都有运动获得

感。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既是中华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全民健身战

略实施的重要内容，又是促进民族团结进

步的有效载体。今后，我们要进一步推动

全民健身，更好发挥全民健身在全民健康

中的端口作用，为大健康厚筑防护墙。同

时，我们要加强锻炼项目研究推广，根据

不同人群、年龄阶段、兴趣爱好和文化传

统，研究、设计和推出一批具有特色、易于

学习、便于开展、适应高原地区运动规律

的体育健身项目。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

体育工作要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开展，充分发挥民族体育促进身心

健康、增进“五个认同”等功能，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作出西藏各族人民新的更大

的贡献。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体育学院）

学习宣传贯彻《条例》

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 全面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
杨海航 张济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