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设计民族团结宣传标语 宣传民族团
结活动总结(实用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
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设计民族团结宣传标语篇一

根据省民族宗教事务厅、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
“民族团结第一课”的活动通知精神，我校结合实际积极组
织师生开展了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
题的活动。此次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为了及时总结
经验，指导下一步教育活动的开展，现将本次活动开展的一
些新方法总结如下：

对于这项活动，学校领导给予了高度重视，专门召开了校务
会议，全面认真的学习了冀民宗20xx29号文件精神。通过学
习，我们明白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事关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
奋斗目标，事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事关国
家的统一和长治久安。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
国家的繁荣富强、社会的和谐发展必然要求全民切实维护民
族团结。随后经过激烈讨论，共同制定出了一个具体的、有
较强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

为了更好的开展本次活动，我校专门成立了活动领导小组。
校长为组长，主管德育的副校长为副组长，政教主任及全体
班主任为组员。其中，政教主任具体负责组织活动的开展。
我校建立了以课堂为主阵地，以学校广播站、黑板报、墙报
等为媒介，充分利用家校通或班级qq群的立体教育体系，扎
实有效地开展此项工作。



1、培训教师。利用假期时间，在全体教师中深入开展民族团
结教育。学习有关的民族政策并且要对民族英雄事迹?有所了
解。特别是语文教师更要如数家珍，开学后要合理利用时间
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让所任教学生也能领会到民族团结对国家
统一的意义。其它任课教师也要将学到的有关民族团结的知
识，在课堂教学中做到有机渗透。

2、网络传讯。因学生处于假期时间，集中起来教育不太现实，
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畏手畏脚。政教处号召全体班主任利用
家校通、班级qq群、微信等现代传媒手段，向学生传递有关
民族团结的知识点。我们把这些内容浓缩成一百字左右的短
信息，每天发送到学生的手中。家长们也很配合，主动让孩
子们背诵，帮助他们提前收心，提前进入学习状态。

3、举办诵读活动。本次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读书诵读活
动不仅增强了小朋友们对民族团结重要性的认识，也让孩子
们展示了自己的朗诵才华。

4、利用资源。充分利用校园广播、黑板报等宣传阵地，大力
宣传和弘扬民族精神，营造弘扬和培育民族团结的浓厚校园
氛围。

5、观看视频。全校师生在9月1日收看了民族团结教育影片。
在高年级的学生中开展了优秀观后感评选。

6、评优选拔。按照方案要求，我校评选出五名能讲善讲民族
团结教育课程的老师。评选出六名诵读优秀学生。

7、开展“民族一家亲”主题教育班队会。各班级围绕主题精
心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教育活动。让学生从中感
受到中华大家庭的繁荣昌盛、团结和睦。例如有些班级通过
紧张激烈的知识问答小比赛的形式增加对各民族生活习俗的
了解;有些班级则以有趣的民族团结小故事让学生认识到各民
族之间应和谐相处;还有的班级通过教授学生顺口溜(藏壮维



回蒙满朝，哈哈白傣侗瑶苗，彝黎布土汉布土……)让学生不
知不觉就掌握了56个民族的全称。

民族一家亲、同筑中国梦，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我校在以后的工作中将不断总结工作经验，让各民族大团结
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让民族团结的意识在少年儿童的心底
扎根，让他们从小在心灵中播下“中华民族是一家”的种子。
相信在广大教师与学生家庭的紧密配合下，我校“民族团
结”的思想教育工作必将继续深入有效地开展下去。

设计民族团结宣传标语篇二

1、立足本职岗位。要立足本职岗位，以实际行动促进民族团
结提高事业。

2、自觉加强学习。要自觉加强学习，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民族
理论政策、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基本知识。

3、坚持原则、明辨是非。要坚持原则、明辨是非，旗帜鲜明
地与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作斗争。

4、进取引导青少年。要不断加强对青少年的民族团结宣传教
育，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贯穿青少年成长
成才各阶段，引导各族青少年准确掌握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
政策，牢固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不断增强对中华民
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和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职责感，
努力培养造就千千万万民族团结提高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5、社区职责。社区基层组织要把加强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作
为社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作出具体规划安排，依托社区
的各种活动阵地，组织开展富有吸引力的民族团结教育活动。

5、营造良好环境。社会要进取营造培养青少年民族团结意识
的良好环境。



设计民族团结宣传标语篇三

4月25日，和田地区召开落实“民族团结进步年”活动实施方
案宣传工作任务分解座谈会，对全地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
年”活动实施方案宣传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上，各县市宣传部门、地直相关单位，结合本职工作，就
如何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年活动实施方案，围绕细化职责、逐
项分解工作任务、落实措施等方面发了言。

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顾莹苏要求，统一思想，主动作为，
创新思路，总结经验，明确工作目标、任务，全社会共同发
声，共同出力，全力以赴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年”活动实
施方案。深刻理解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年”动员大会和地
委书记闫国灿在地委委员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把学习宣
传落实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宣传工作的首要目标任务。
以“融情聚力、共圆梦想”、五个突出、三个深刻理解等为
主题，扩大巩固“三线一面”学习教育活动成果，扎实推进
宣传工作，确保取得实效。广抓线索、突出重点、围绕中心，
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全力拓展新闻宣传报道的广度、深度，
营造良好的民族团结氛围。要把“民族团结进步年”活动实
施方案细化、实化、具体化，抓好督导、落实，抓出成效。

会上，为地区文化市场稽查支队、和田市文工团、于田县广
播电视局，颁发了由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授予的“第六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
体”荣誉证书。

设计民族团结宣传标语篇四

为认真贯彻落实公司民族团结、宗教事务管理相关规定，做
到自我约束，自我规范，加强民族团结，自觉维护稳定大局，
本人郑重承诺如下：



1、本人及家属、子女不发表、散布或编造、传播损害民族团
结和社会稳定言论、手机短信以及网上言论。

2、本人及家属、子女不参与违法违纪、犯罪、违反党的民族
宗教政策或其它公司不允许的活动。

3、本人及家属、子女不在住所或其它场所收藏任何形式的非
法宗教宣传书籍或带有宗教宣传色彩的电子音像制品。

4、本人及家属、子女不参加非法宗教活动。

5、因出差、探亲、轮休、疗养等原因在外地期间，本人不参
加和从事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

6、本人不违反民族团结和宗教事务管理有关规定;本人不参
与非法宗教活动、集体吃斋饭;不举行违法哈提曼拜;不组织
参与宗教狂热活动和“邪教”等邪教组织活动;本人及家属、
子女不收受任何人赠送、转让的任何宗教活动用品。

7、本人不在任何工作岗位和作业场所戴头巾(女员工)、留长
胡须(男员工)现象。

8、本人在小区内轿车、三轮车、摩托车等机动车辆，停车时
不占用机动车道(消防通道)，并严格遵守小区(车禁、门禁)
管理规定。

本人因个人原因违反上述规定，被上级部门考核扣分，自愿
承担由此引起的经济处罚及一切后果。

(本承认书一式两份，车间留一份，员工本人持一份)

员工签字：



设计民族团结宣传标语篇五

1、各民族人民要互敬互爱、互帮互助，在友好相处中共同创
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提高。

2、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不动摇的理念，增强政治敏锐性，
常年坚持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把党对民族的政策、民族
团结的感人事迹做好宣传，加强民族团结工作，维护社会稳
定。

3、进取向周围的人宣传我国的民族政策，并向有关部门就如
何维护民族团结进取建言献策。

4、各民族群众都要以维护民族团结为共同的职责，以坚持社
会稳定为共同的任务，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加强各民
族团结、促进各民族之间增进共识。

5、具有爱国意识、民族意识，热爱我们的祖国，为我们的祖
国感到骄傲。

设计民族团结宣传标语篇六

41、加强民族团结，发展上杭经济。

42、说有利于民族团结的话、做有利于民族团结的事！

43、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开创民族团结新局面。

44、巩固好发展好维护好全县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
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45、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各民族互
相离不开。



46、坚持改革开放，增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活力。

47、高举民族团结旗帜，共同迈向小康社会。

48、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法律。

49、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少数民族和地区经济社会各项事
业快速、健康、协调发展。

50、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好哈密，造福各族人民。

51、与时俱进谋发展，携手并肩奔小康。

52、加强民族团结，事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事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53、民族团结的人民最幸福，民族团结的祖国大。

54、通过支教下乡等途径，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

55、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
系。

56、巩固好、发展好、维护好全县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
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57、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58、平等、团结、进步、繁荣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促进
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

59、增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发展。

60、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民族地区社会事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