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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 蒙 古

族！”“我是回族！”

“我觉得白族的衣

服 最 好 看 ！”“ 六

一”国际儿童节前

夕，呼和浩特市回

民区人民检察院

迎 来 一 批“ 小 客

人”，36 名来自回

民区辖区幼儿园

的“萌娃”在检察

人员的陪伴下，开

启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法治启蒙”

之旅。在该院“同

心苑”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基地 56 个民族

形象展示区，孩子

们通过民族服饰

辨识、聆听民族团

结故事来感受多

元文化，这也让民

族团结的种子与

法治信仰在他们

心中悄然埋下。

这 是 该 院 将

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融入检

察工作的一个生

动缩影。近年来，

该院坚持将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工作主线贯

彻落实到检察工

作全过程各方面，

紧紧围绕检察机

关 主 责 主 业 ，从

“ 有 形 、有 感 、有

效”三个维度深入

实践与探索，全面

促进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向

下 扎 根 向 上 生

长”。

红色引擎领航
让政治立场站得稳、靠得住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历史悠久，各族儿女
手足相亲，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
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
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也留下了
像蒙恬将军制“羊毛笔”、杨六郎三箭定边
关、剑斩巨蟒蜈蚣坝等历史佳话。2016 年，
回民区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
区”，民族团结进步“基因”已融入各族儿女
血脉之中。

树高千尺有根，水流万里有源。回民区
人民检察院始终坚持以检察力量和检察智
慧守好民族团结这条生命线，充分发挥党建
红色引擎作用，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民族理
论和民族政策，依托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

“三会一课”、专题培训等方式，深入开展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组织检
察人员走进乌兰夫纪念馆、多松年故居、内
蒙古展览馆等红色场馆 30 余次，从革命先
辈的英雄事迹中感受民族团结的力量。

“我们与内蒙古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内
蒙古广播电视台少儿节目制作传播中心，回
民区机关党工委、团委等多家单位联合共
建，举办了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目的
就是让党员干部在政治上站得稳、靠得住。”
该院党支部书记锡林介绍，“走进昭君博物
院重温民族团结故事”“铭记民族之殇观影
活动”“正值青春 书香致远读书分享”“党建
共建凝合力 检媒共助青山绿”等党日活动

“一月一课”，充分发挥了党支部战斗堡垒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领检察人员用实际行
动诠释守望相助。

品牌矩阵塑形
让“共同体意识”看得见、摸得着

走进回民区检察院“同心苑”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仿佛走进一座小
型“博物馆”。这里不仅设置了民族形象展
示区，还专门设置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展厅，集中展现了回民区悠久的文化历
史、检察人员履职故事，并通过非遗实物展
柜，生动呈现了布贴画、剪纸、牛骨雕刻等非
遗魅力，是该院有力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重要阵地，已成为让共同体意识看
得见、摸得着的生动检察实践样板。

2023年以来，该院将品牌建设作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抓手，在“党耀
检心”党建品牌引领下，打造了“青蕊未检”
工作室、“籽籽同心”翻译工作室等品牌矩
阵，建成“同心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地、“党耀检心”法治文化教育基地等有形
阵地，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见可
感，深入人心。

“青蕊未检”工作室在办理涉未成年人
案件中，坚持打击与保护并重，惩治与帮教
并举，预防与教育并行，致力于预防和治理
未成年人犯罪。精心打造青少年沉浸式法
治教育体验馆，上千名孩子在这里接受“沉
浸式”法治教育；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未成
年人普法栏目《说法班会》合作，检察官走进
直播间普法讲课，扩大法治教育辐射面。以

“四大检察”综合履职，推动辖区涉未成年人
保护单位共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社会支持
体系，助力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
法“六大保护”形成合力，共同守护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

2022 年，该院又一颗以法治为养分、以
语言为纽带、以团结为内核的“石榴籽”破土
而出，这就是“籽籽同心”翻译工作室。工作
室以该院副检察长德庆为带头人，在案件办
理、接待来访群众、普法宣传、化解矛盾、翻
译民族政策法规等工作中发挥着连接各族
群众的纽带作用。参与翻译《内蒙古自治区
建设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促进条例》等
6 部地方性法规，让法律条文“带着露珠”走
进辖区各乡村。撰写的《了解一下 农民工
工资保证金是什么》等普法文章在《实践》杂
志刊发，成为农牧民学法用法的“掌中宝”。
近 3 年来，工作室共参与办理各类案件上百
件，其中 10 件被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评为全
区典型案例，依法有力维护了各族群众的合
法权益。

以文化人铸魂
让“石榴籽”抱得紧、分不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
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

“增进文化认同，首先要增进检察人员
的文化认同，大家只有像石榴籽一样团结一
心，才能汇聚起强大的力量。”回民区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王利星介绍，“我们与江苏
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人民检察院、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联合开展优秀青年公诉人才培养计划，学习
借鉴其他先进地区检察经验，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更多法治力量。”王利星
表示，近年来，该院始终将人才作为第一资
源，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先后建成“一
廊+一平台+两基地”文化阵地，以多元文体
活动为载体，深化理念认同，凝聚团结力
量。成立检察官普法宣讲队、“聚能”志愿服
务队等队伍，通过党员先锋岗创建，选树政
治素养过硬、业务能力突出的检察官、检察
官助理、书记员作为先进典型，用看得见、摸
得着的身边典型教育、引导全院检察人员创
先争优。

护航非遗传承
让民族之花开得艳、开得久

“同学们，五星红旗是我国的国旗，看
到掉落在地上的国旗，我们应该怎么做？”
花香四溢的 5 月是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政策
宣传月，该院检察官手持以“党的二十大”
为主题元素的毡绣非遗作品，向围在身边
的孩子们讲述国旗法对维护国旗尊严的相
关规定。这是该院在莫尼山非遗小镇举办
的一场特别的普法活动现场，检察官将法
治知识融入非遗作品中，通过非遗技艺与
法律精神的跨界融合，让抽象的法理变得
可触可感。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
史记忆和文化基因。该院不仅将非遗瑰宝
融入到对检察人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
常态化教育中，还以知识产权检察全面综合
履职，助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2023 年，针对辖区非遗保护现状，该院
提出精准检察建议促行政机关履职，助力
5 项传统体育类代表性项目跻身回民区级
非遗名录；推动 200 余项非遗技艺走进中
小学校，并在莫尼山非遗小镇设立“知识产
权检察保护联系点”，为非遗手艺人提供

“订单式”法律服务，在守护中华民族文化
瑰宝中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根据该
案例改编的原创微电影《撂跤》将“小众”
非遗带入大众视野，入围检察日报正义网
2024 公益诉讼检察新媒体优秀作品展播，
并荣获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 2024 年第
四季度优秀视听作品推优活动一类优秀网
络视听作品。

深耕基层沃土
让“检察+民族团结”融得深、嵌得紧
“多亏了检察院牵头，我们才能和这么

多家单位坐在一起，共同商量解决方案，拿
到盼了多年的房本。”作为一起行政审判程
序监督案的当事人，顺利解除了不当房屋抵
押登记并拿到房本的张某某激动不己。近
年来，该院积极探索“检察+”枫桥式首访化
解工作模式，推行“院领导轮值接访+控申
常驻接访+办案组按需约访+律师协同接
访”，同时，建立“1+N”多部门联动机制，推
动“调解优先+检察监督”闭环化解机制，首
访化解率从 2022 年的 17%提升至 2024 年的
48.6%，切实将矛盾纠纷稳控在首访、化解在
基层。

该院始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工作主线，凝心聚力促进检察履职与民族
团结紧密融合，更好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
法，为各族群众营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
境，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为筑牢
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贡献了检察力量。

检察“石榴籽”呵护“团结花”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检察院有形有感有效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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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苑”一角 聆听民族团结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