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润疆铸同心 民族团结一家亲

——天津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三交”

工作全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中指出，要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工程。十

三五期间，天津加强对文化润疆的顶层设计，不断拓展“三交”

工作阵地，以津和两地多层次往来交流拉近同胞间情感距离，

以文化资源建设和文化人才培养来提升当地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大力推进文化与产业相融合，实现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利用公共传媒讲好津和故事，铸牢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情感基础。

一、加强两地交流，拉近情感距离

“十三五”以来，天津通过多种方式组织两地干部群众往

来交流，不断强化两地经济合作、文化交流。

一是广泛开展文化走亲活动。多次组织“新时代红色文艺

轻骑兵”赴新疆和田举行慰问演出，举办“同心齐向党中华一

家亲”汇报演出等文艺活动，组织平津战役纪念馆在新疆举办

原创精品展“钢铁长城强军梦——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1 周

年主题展览”，丰富了和田百姓的文化生活，激发了边疆群众的

爱国热情。持续开展“天津和田民族团结周”系列活动和“春

雨工程”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联合天

津市朗诵协会举办“和田行·津沽情”天津朗协文化志愿者和

田交流活动，举办“发现和田之美——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



年暨天津援疆成果摄影展”、“津和情——天津援疆摄影书画展”，

向天津市民展现和田风土人情及天津援疆成果。

二是广泛开展结对帮扶活动。为增强津和两地人民群众的

情感纽带，充分发挥结对帮扶这一精准扶贫方式的作用，天津

市区领导、各委办局、天津援疆干部人才、各爱心企业、社会

组织与个人纷纷参与到结对帮扶活动中来，通过干群认亲、委

办局挂牌督战深度贫困村、三区对三县、村企结对帮扶等形式，

为津和两地政务、商务往来和开展干部人才交流培训搭建了广

阔平台，五年来组织两地人员往来上万人次。

三是广泛开展文化旅游活动。开通“津和号”旅游专列、

包机、自驾，为天津市民近距离感受和田和新疆的风土人情、

欣赏大美新疆的壮阔美景开辟了新的通道。积极组织和田干部

群众到天津旅游参观，了解天津发展成就和城市风貌。组织 24

名“足球小巴郎”畅游津城，与津门球星零距离交流，拉近了

津和两地青少年的距离。

二、丰厚文化资源，打造文化绿洲

增强和田当地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是文化润疆的基础性工

程，天津在“三交”工作中注重和田当地文化资源建设和文化

人才培养，着力激发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内生活力和动力。

一是持续加强教育对口帮扶。为更好发挥教育在文化创新

与文化传承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广大青少年心中厚植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十三五期间天津不断加大对当地教育的支援投入，

建设现代化的优质校园，提升校园的信息化、智慧化水平，在



教育设施和教育装备上更新升级。实施“组团式”教育援疆，

选派天津优质学校的干部教师集中帮扶当地学校，在教育管理

理念上引领更新，在教育教学实践上引领示范，在教师专业发

展上结对指导，推动当地完善立德树人教育体系。

二是持续加强文化载体建设。先后援建了和田地区融媒体

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文化阵地，将先进的传媒理念引

入当地，大大提升了当地公共媒体资源整合的能力和面向群众

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开展“百万图书”捐赠活动，通过

团市委组织全市中小学生积极为和田地区捐赠图书 100 万册，

动员社会各界向和田地区捐赠图书 50 万册，及时有效解决新疆

和田地区各级文化室汉语图书短缺现状。启动思政课教室建设

项目，在策勒县四所中小学试点建立 4 间 VR 教室，配套接入涵

盖红色文化、中华传统、祖国河山等丰富内容的 VR 资源，为学

校思政课教育提供了更加生动丰富的教学素材和载体。

三是持续加强文化人才培养。举办和田地区宣传文化系统

人才能力培训班，选派 100 名宣传系统干部赴津从理论宣讲、

新闻宣传、网络安全、文化文明等方面，对当地宣传文化系统

干部、党校教师进行培训。邀请天津朗诵协会为和田地区 300

余名宣传干部、播音员、主持人进行培训，积极与当地干部群

众开展师徒结对，努力为当地打造了一支“留得下、带不走、

高水平”的宣传队伍。

三、文化产业融合，助力脱贫攻坚

天津在“三交”工作中着力推动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努



力使项目实施实现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最大程度惠及当

地百姓。

一是大力开发文旅产业项目。在发挥“津和号”文化交流

作用的同时，积极发挥其拉动旅游消费扶贫的经济功能。十三

五期间“津和号”旅游包机专列年均吸引 2000 多名天津游客到

和田旅游观光，有力拉动和田地区旅游消费。积极吸引全国各

地游客到和田旅游观光，为当地旅游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天

津投入援疆资金 1.65 亿元打造于田县旅游小镇，投入 4500 万

元打造库尔班·吐鲁木文化纪念园项目，为当地打造出新的旅

游热点。通过“津恰会”、“旅博会”等平台，协助和田地区开

展旅游市场营销，配套运营对口支援旅游体验店，加强受援地

区旅游资源宣传推介。

二是大力实施文创产业项目。在天津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先后举办两届“库尔班大叔杯”和田礼物文创大赛，吸

引了来自天津、新疆、北京、上海、成都、广东、西安、江苏、

河北等省市的设计师和设计爱好者积极参与，共收到近 200 名

选手提交上来的 600 多件作品，涵盖食品包装、手工艺品、文

具、T 恤衫、家居用品、饰品、服装等领域。该项目是国内首个

政府和协会主导的文创扶贫大型赛事，对充分展示和田特色文

化，推动文创成果转化，带动提升和田地区文化产业发挥了重

要作用，已经成为和田当地文化领域的品牌赛事。以“三居三

直”模式建设库尔班手工坊 20 多个，生产具有鲜明当地民族特

色的文创产品，为就近解决贫困群众就业问题、助力脱贫攻坚



提供了新的渠道。

三是大力推动文艺产业项目。充分发挥天津专业文艺院团

在作品创作和市场营销方面的优势，对和田当地文艺院团进行

对口帮扶。邀请天津知名院团和艺术名家来和田开展演员培训

和艺术指导，组织和田当地演员前往天津相关院团进行学习和

联合创作，推动津和两地演员结对，在文艺场馆建设方面提供

大力支持，助力当地新玉歌舞团和各县文工团开发域外市场，

提升文化创新能力和市场经营能力。

四、讲好津和故事，温暖百姓心田

天津充分运用各种媒体平台，广泛宣传报道津和两地民族

团结一家亲的生动故事和天津对口支援和田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巨大成就，着力营造良好的舆论宣传氛围，传播民族团结发

展的正能量。

一是全方位报道脱贫攻坚成果。紧紧围绕脱贫攻坚和天津

对口援疆的主题开展新闻报道，4 年来累计在人民日报、新华社、

央广网、中国小康网等国家级媒体及天津日报、天津电视台、

新疆日报等省部、地方媒体发布新闻，报道、转载合计 4000 余

篇次。拍摄《和之田》、《疆爱进行到底》、《脱贫攻坚印记》等

多部宣传片，深度宣传近年来天津援疆付出的努力和在产业、

教育、就业、消费等方面的脱贫攻坚成果，分享感人至深的帮

扶故事，让和田人民感受到党的政策关怀，也为和田人民向乡

村经济振兴目标持续奋斗提供了明亮的航标。

二是全方位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对津和两地干部群众结对



认亲、援疆干部人才关心帮助民族同胞、天津各界关心关爱在

津务工的和田群众等方面的感人故事进行整理挖掘，使其成为

进行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培养教育的生动教材。在援疆干

部人才中厚植民族团结意识，让每一个援疆项目都成为促进民

族团结的阵地，让每一项工作都发挥促进民族团结的作用，让

每一名援疆干部人才都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的先锋。

三是全方位宣传先进人物事迹。充分发掘以援疆干部席世明为

代表的先进事迹典型，强化榜样示范引领作用，动员鼓舞天津

和田两地群众关注和投身脱贫攻坚和边疆建设事业。成立席世

明先进事迹报告团，先后在津疆两地巡讲十场，通过报告会形

式还原了一名优秀援疆干部的光辉形象，赢得了广大党员干部

以及和田当地群众的高度赞誉。让新疆人民深刻了解祖国国和

党的深切关怀，以及援疆干部们奋不顾身和倾情奉献的精神，

充满情怀、温暖人心，促动两地干部、人民学习先进事迹，凝

聚奋进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