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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明确 组织保障到位 

  ——解读《坚持和完善民族理论政策体系“十二五”规划》（三） 

  闵言平  

  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明确 

  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相结合的政治智慧结晶。我们党历经艰辛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

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也对民族工作作出了重要论述和决策部署，逐步形成了完整和系统化的中国

特色民族理论政策体系。当前，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转变，民族问题出现了新情况和新变化，民族工作也面临着新要求和新挑

战。因此，在坚持和完善民族理论政策体系方面，必须体现高屋建瓴的指导思想，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涵，体现

“两个共同”的主题，从而为民族理论政策体系建设指明正确方向。同时，还要服务于民族工作的实际。具体到《坚持和完善民

族理论政策体系“十二五”规划》，就是强调“三点一线”。“三点”就是着眼点、着重点和支撑点，即着眼于研究解决我国民

族问题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着重于理论创新和政策完善的系统工程，支撑点在于重大项目实施和体制机制建设；“一线”就

是思维导线，即全面坚持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体系，为顺利完成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这一民族工

作根本任务提供有力保证。只有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实际相结合，才能制定出富有时代特色、符合当前实际的规划，

也才能为民族理论政策体系添砖加瓦，为民族工作提供理论和政策指导。 

  在明确了《坚持和完善民族理论政策体系“十二五”规划》指导思想的同时，还采取了虚实结合的办法对规划的总体目标进

行了设计。“实”的方面，就是提出一批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和相关建设的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明确了2015年民族理论政策体系

进一步完善的目标；“虚”的方面，就是提出要及时回答和解决民族工作面临的时代课题，民族理论政策要在指导性、实效性、

影响力3个方面实现“显著增强”。实践表明，党和国家的民族理论政策体系是科学、正确、行之有效的，我们必须继续坚持，

一以贯之。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旧有的民族理论政策已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需要新的、高水平的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成果来加以丰富和完善。因此，实施一批研究项目，建成一批重点工程，对加强民族理论

政策研究，推动成果转化，并进一步指导民族工作、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把民族理论政策

研究同时代脉搏相结合，使民族理论更加科学完备、指导实际，民族政策更加有的放矢、富有实效，民族理论政策宣传教育更加

深入人心、凝心聚力，也是我们追求的方向和努力的目标。 

  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到位 

  制定坚持和完善民族理论与政策体系的“十二五”规划，是我国民族工作领域的一项新的突破，也是民族理论与政策体系发

展与完善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该规划涉及面广、任务重、困难多，做好规划实施的组织领导工作，并为各项工程、任务和项目

的完成提供有力保障，是坚持和完善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根据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特点，按照目标与任务相结

合，社会需求与现实可能相结合，指导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和完善民族理论政策体系“十二五”规划》在组织保

障方面，提出了4点具体意见。 



  一是将规划核心内容纳入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民族理论政策体系建设的各项工程是少数民族事业的有机组成部

分，本规划是少数民族事业规划在民族理论政策方面的延伸和细化。将规划核心内容纳入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既能有

力有序推进民族理论政策体系建设，也有利于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任务的顺利完成。我国当前的少数民族事业涉及范围

广、发展任务重、所遇困难多，离不开民族理论政策的引领和保障。坚持和完善民族理论政策体系中的理论创新、政策完善、机

制建设、成果转化以及各项工程都是少数民族事业的一部分，应通过有效统筹、有序推进，切实保障规划的完成。 

  二是加强规划实施的组织领导。组织领导是规划实施的强大动力。坚持和完善民族理论政策体系，从社会系统论角度看，是

一项社会的系统工程，也是一种典型的组织活动，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组织、领导、机制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所以，加强规划实施的组织领导就成为完成其工作目标的重要保证。因此，建立健全民族理论政策体系建设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

制，形成国家民委统一领导，社会相关单位、政府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分工协作、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能为规划的实施

和落实提供有力的组织领导保障。 

  三是提供规划实施的经费保障。经费保障是规划实施的坚实基础。规划的重点工程和项目，离不开国家的经费支持。同时，

科学合理的经费管理机制和规范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也是规划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为此，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实施预算方

案，明确财务管理的规范化与使用细则，建立经费增长的长效机制等，确保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顺利实施，确保各项主要任务如

期完成。 

  四是加强规划实施的监督检查。监督检查是规划实施的坚强保证。坚持和完善民族理论政策体系，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

程，任务千头万绪，涉及方方面面。如果机制不健全、责任不明确、任务不落实，规划必将成为一纸空文。因此，有必要建立健

全目标管理责任制和监督检查机制，定期开展督查，及时汇总报告，提出对策建议，确保民族理论政策体系建设各项工作顺利开

展、有序进行。 

  来源：《中国民族报》201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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