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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陆路边境地区独特的地理区位和人文禀赋，铸牢陆路边境地区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面临与

国家中心区域趋同的共性挑战，也存在本土的地方性困境。尤其是分布着众多陆路口岸的西北边境地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多样。铸牢西北边境地区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在实事求是地了

解该地区实际的基础上，正确应用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遵循，综合运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

等多元化路径，多管齐下，才能全面、有效地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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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成为政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议题。该

议题的研讨在中国学界有着很深的渊源。自 20世纪初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以来，关

于“中华民族”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从“中华民族”族体的大讨论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的

解析，再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跨学科研究，不同时代的学者对此议题的研究历经百年之

久，形成了丰富的素材和理论积淀，这为当前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涵和路径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从 2014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 2014年 9月
提出“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到 2017年 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党中央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题和实践的这一主线层层递进。2017年“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写入党章。在 2021年 8月举行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

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只

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夯实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思

想基础，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1]可见，我们必须充分认识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目前，学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

几个方面。一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回顾和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民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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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演进中结成的相互依存、共担共享的有机统一体和亲缘体，突出中华民族以共同体形式存在和

发展的状态和实质，蕴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共同性和实体性特征”[2]。二是对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重大意义的阐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内

在要求……为推进新时代中华民族建设提供了政治方向和理论指导。”[3]三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内涵的研究。历史基因浸润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国家框架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统一战线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者密切相关同时又各有特点，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全貌[4]。四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法和路径之探讨。总体来看，对铸牢边境地区

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成果不多，涉及西北边境地区的相关议题则更少。因为西北边境

地区独特的人文特征和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功能定位，决定了铸牢这一地区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铸牢西北边境地区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事关边防安全、社会稳

定和民族和谐，事关西北边境地区各族群众能否更加积极主动地深度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本文基于笔者 2018年 6月以来对西北地区边境县（市）长期的田野调查，分析总结该地区民族工作

在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并就铸牢该地区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理论遵循和实践路径进行探索和思考。

二、铸牢西北边境地区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困境

我国西北边境地区有 5 600多千米的边界线，有 34个边境县（市）和 56个兵团团场分布在这一

广袤区域①，涉及的区域总面积达 70多万平方千米，并且该地区多为牧区。西北边境地区生活着 40
多个少数民族，且大多数为典型的跨境民族。2019年年末，西北边境地区总人口520万人，少数民族

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 47%以上②。由于西北边境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禀赋以及面临的国

际环境，铸牢西北边境地区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有内部困境，也有外部挑战，既有经济、文

化方面的影响因素，也有社会、生态方面的影响因素。

（一）经济建设基础薄弱，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物化基础不够牢固

当前，西北边境地区所有县（市）虽然都实现了脱贫摘帽，但这些县（市）经济发展的基础依然薄

弱，再次返贫的压力仍然存在。薄弱的经济基础影响了以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目标导向的经济命

运共同体的形成。比较而言，西北边境地区各县（市）之间以及西北边境地区与东南沿边地区之间发

展存在明显的不平衡和不充分。“这种客观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无疑会在各少数民族同胞的心理上

产生不适反应，进而会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5]当然，物化基础的薄弱并非绝对制约着民族

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的认同。例如，新疆塔吉克族和柯尔克孜族聚居的边境地区依然有大量不拿报

酬或拿很少报酬的护边员，他们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表现出更多的情感上的纯粹性，并没有因

为物质基础的薄弱而淡化其守边护边的国家认同意识。但整体上看，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

们思维方式的变迁，物化基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二）中华文化发展面临地方困境和外来挑战，影响了各民族对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

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传承和发展的。虽然各民族在共同创造中华文化中的

贡献不同，但各民族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地位是相同的，而且中华文化对各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性

也是相同的。认同、传承、发展中华文化，是各民族自我发展的必要内容，也是增强中华民族认同的

题中之意。然而，在西北边境地区，由于受地方多元语言文化现实和外来文化渗透等因素的影响，

①西北边境地区主要涉及甘肃（1个边境县）和新疆（33个边境县、56个边境兵团团场）两省区。

②数据来源：笔者通过对西北地区各边境县（市）2020统计年鉴等资料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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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发扬和发展面临地方困境和外来挑战，影响了各民族对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和该地区

文化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三）社会事业发展较为滞后，影响了西北边境地区社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关系的发展呈现出更高的层次性和复杂度，人

们对推进社会建设的各类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关注。社会建设关系到社会成员的整体安全感。一般

来说，社会事业越发达，社会建设程度越高，人们对公平正义的体认就越明显，社会成员的安全感也

就会越强。目前，在医疗卫生、文体教育、法治建设及社会管理等方面，西北边境地区与东南沿海地

区存在的差距还比较明显。较为滞后的社会建设现实使西北边境地区各族群众心里产生了明显的

落差感和失衡感，这种不平衡感如果无法及时得到适当的扭转，势必影响社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四）局部地区自然生态失衡，不利于西北边境地区生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西北边境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本身比较脆弱，有些边境县（市）的生态一旦被破坏，恢复的难度极

大，甚至永远无法恢复。近年来，西北边境地区尤其是边境牧区因为过度放牧和气候环境变化等因

素的影响，该地区草场退化严重，现有草场难以承受不断增长的放牧需要。另外，某些边境县（市）

为了短期内快速发展本地经济，对一些本应封山保护的地区乱采滥伐，造成这些地方的生态永久性

破坏。西北边境地区各族群众面对日益失衡的自然生态，势必会对共同生存的家园产生严重的担

忧甚至是焦虑，影响了该地区生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三、铸牢西北边境地区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遵循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6]（160）这虽然是中国古代王朝时代的人土观念，但也

从侧面说明无论是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心区域，还是“鞭长莫及”的边境地带，都是国家不可分割的组

成部分，都应该在“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下统一发展。这种“统合”历史传统下的各族儿女无论身在

“中心”，还是处于“边缘”，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或缺的成员。治国先治边，治边方能稳疆。中

华民族这一治理边疆的经验表明，无论是治国还是治边，没有中华各民族强大的聚合力是难以想象

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某些时候，比如边患出现时，边境地区各族人民会更加团结一致，共同戍边卫

国，此时，从边境地区各族儿女身上更能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统合力。

在“一带一路”建设和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背景下，铸牢边境地区民众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意涵和价值更加凸显。对于正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边境地区民众而言，为了在新一轮西

部大开发中赢得先机，必须将自身的发展深度融入国家的发展需求，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强民族团

结，深刻铸牢各族人民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持续走深走实和新

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开启，铸牢西北边境地区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着重加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培育。

（一）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筑牢边境地区民众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各族人民追求的共同价值目标，涉及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

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和培养什么样的公民等三个核心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新

时期共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应有的时代素质。”[7]既然是共同

价值目标，就是所有人都应当遵循的准则和规则。在全体公民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实质上就是在共同价值目标的指引下增进各族人民的共同性和凝聚力，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

也就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内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能够促进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有助于全面筑牢各族人民的意识形态安全防线。这一点在边境地区尤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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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它是边境地区各族人民抵御境外文化渗透的重要“防火墙”。只有全面聚合西北边境地区各族民

众的“中国心”，推进牧区振兴和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才会成为“有源之水”和“有本之木”。

（二）积极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西北边境地区深度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大团结和大联合的最新经验，是当

前民族工作和统战工作的重要指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党解决中国发展与世界共同繁荣关

系问题的主要理念。两个“共同体”的构筑和构建是我党解决制约民族振兴和国家发展的国内外问

题的经验凝练和理念升华。“二者在理念和实践上内外融通：对内，中国各民族形成休戚与共的中华

民族命运共同体；对外，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强大政治共同体与邻为善、情系世界、怀抱天下。这种内

外融通、一以贯之的做法，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和包容精神，也反映了社会主义文化追求平等

的情怀。”[8]所以，在西北边境地区，基于大保护、大开放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一方面，要坚定不

移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各民族形成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聚合力；另一方面，必须大力

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牢固树立边境地区各族群众的开放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

践行，使西北边境地区各族群众形成海纳百川的“天下”意识，人们将更加自信和主动地深度融入“丝

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征途上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四、铸牢西北边境地区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主线，涉及的要素众多，因此，

在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时，必须综合协调，多方施力，因地因人因情精准施策，方能取得成效。基于西

北边境地区民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的困境和挑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实践。

（一）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在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当中，共同体的结构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内部和外部交

往的发展程度，其中经济结构即物质生产方式对于多民族社会的多种结构的发展变化起决定性作

用。”[9]建立强大的经济实力，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条件。为此，西北边境地区要践行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促进本地区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提供具体路径，它可以使边疆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真正体验得

到平等性、同一性和共享性。”[10]可见，要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毫不动摇地激发和提升

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潜力和水平。另外，发展社会事业是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又一个必

要条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关系到切实解决好教育、就业、医疗等事关各族群众民生问题

以及开创党的民族工作新局面的必然要求，特别是发展教育对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

重要。“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是构建命运相连、利益共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先手棋。”[11]因

此，在实践中，需要将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发展与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结合起来，即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这个全社会共同的理想目标与不断打造更多惠民工程、不断改善民生质量结合起来，夯实

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以西北陆路边境口岸地区为例，目前，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西边边境地区各个陆路口岸获

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 2014年 5月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新疆各个口岸无论在

硬件还是在软件上都得到了极大改善。在 2020年 9月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做出了长期建

疆的战略部署，对分布着 15个国家一类陆路口岸的新疆边境地区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机遇。在当

前“一带一路”建设持续走深走实的机遇期，各陆路边境口岸在持续加强自身建设与口岸所在区域

协同发展的同时，如何让口岸所在区域进一步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让更多的“口岸人”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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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口岸建设和发展的成果，进而增强人们对口岸发展的获得感，这是目前需要深入思考和大力实践

的主要方向。一是积极将口岸通道优势转化为促进当地发展的产业优势，发展更能为当地人带来

实惠的地产经济。二是发展口岸当地人易于参与的属地贸易，尤其是创新边境贸易的市场准入体

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一步降低边民参与边贸的门槛。鼓励边境地区民众参与口岸建设，共享口岸

发展成果，是边境地区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需要。因此，让边境地区各族群众从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中得到应有的实惠，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物质保障。

（二）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打造各民族休戚与共的政治命运共同体

多民族共存是我国的实际和特色。“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

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12]（299）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必须加强民族团结，切实

铸牢中国各民族是一家的共同体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民族关系能反映共同体建设的效度，“民族关

系的好坏是观察检验共同体建设的主要依据，也是共同体建设过程中最直接反映共同性的社会纽

带”[13]。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是建设新时代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路

径，也是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辩证统一的，二者之间有着实现路径与价值目标的内在联系[14]。

发扬和秉承西北边境地区民族团结的优良传统，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在实际生产

生活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拥有众多陆路口岸的西北边境地区，民族团结作为各族人民

的生命线，已成为当前西北边境地区民众的基本认知和判断。为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和提升民

族团结的质量，各族群众应当因地制宜，构筑本地区的民族团结大厦。例如，巴克图口岸所在地新

疆塔城市以自发的族际通婚作为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抓手①，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了有益探索。此外，西北边境地区各族干部、群众在继承和发扬具有

本地区特色的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有益传统的同时，还应主动作为，发展创新，“通过加强民族团结，

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15]，积极开展各类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等实践活动，让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融进边境地区民众的心里，在政治上积极构筑各民族休戚与同的命运共同体。

（三）全方位促进军地（民）融合发展，构筑和谐永固的军地（民）命运共同体

军民一家亲，军地一家人。军队是保卫国家安全的基本力量，是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基本保障，也是和平时期国家建设和应对各种灾难、困境的主要生力军。在西北边境地区，

当地社会各界应该与驻地部队处理好关系。与西南、东北边境口岸地区相比，西北边境口岸地区不

仅驻有守卫边境安全的边防部队，还按比例分布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系统数量众多的边境团场。因

此，对于西北边境地区来说，需要同时处理好地方、军队（包括边防部队和兵团单位）以及民众三者之

间的关系，实现军地（民）融合发展。

西北边境地区军地（民）融合发展主要解决的是军地（民）对各种资源的共享和共用。在各自的

发展实际和战略规划中，军队和地方既有利益上的分割和独占，也有利益上的共创和共享。如何增

强彼此的共同利益，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共建和共享，这是凝聚军民鱼水情的军地（民）命运共同体的

基础之一，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因此，要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北

陆路边境口岸地区要将自身的发展与兵团、驻地部队的建设深度融合，重点是军地双方要处理好军

队战场与地方市场之间的关系。军民融合发展和军地有机对接，既不是利益上的机械式捆绑，也不

是简单相加，而是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边防建设的过程中，双方要统筹合作，在彼此促进发展和

建设的同时扩展共同利益的空间，实现地方发展与部队建设的深度融合。二是要在三方之间建立

①据笔者2019年9月调查，当地族际通婚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基本上是自发性联姻，两个以上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家庭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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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协调机制，有效处理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彼此甚至在三方共同出现的纠纷和矛盾。例如，在边防

安全的保卫方面，军队、地方、民众三方要加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认知，建立常态化的综合协调机

制，坚守共有的精神家园；军队、地方、民众三方要取长补短，守护共有的生活家园。三是地方政府

和社会要发挥宣传优势，营造新时代“军民团结一家亲”的良好氛围。军地融合的最高目标是共同

推进中国梦的实现。承担保卫国家安全、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职能的军队、地方和民众，为

了实现共同的理想目标，应增强大局意识、看齐意识，三方要通力合作，整合彼此的利益关切，扩大

共同的利益追求，汇聚成一股“军民心齐、泰山迁移”的洪流，构筑和谐永固的军地（民）命运共同体。

（四）大力发扬卫国戍边精神，践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作为驱动力。在边境地区，

卫国戍边是边境人民群众爱国主义最真挚的表达和最接地气的实践。边境地区生活着众多以卫国

戍边为优良传统的民族，他们千百年来在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国家边境地区生产生活。长

期以来，边境地区民众不仅要与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以建设自己的家园，还要与各种不时来

犯的敌人作斗争以保卫自己的家园。久而久之，卫戍国界成为边境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已

深深融入边民的血液。在西北边境地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旗帜鲜明地发扬和不

断践行伟大的卫国戍边精神，而学习和传承卫国戍边精神，宣传教育是基本途径。西北陆路边境口

岸地区要以弘扬卫国戍边精神为抓手，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教育贯穿于边境地区

教育事业的全过程。具体可以在如下几个方面施力：一是建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戍边精神教育

基地，让卫戍边界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这一地区薪火相传；二是成立以戍边为主题名称的干部管理学

院，增强各族干部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和素养；三是在陆路边境口岸地区的国民系列教育中融入以

卫国戍边为主要精神的内容。在西北边境口岸地区戍边事业中，出现了像“人民英雄”布茹玛汗·毛

勒朵为代表的优秀个人和戍边群体。因此，应深入挖掘此类个人事迹和优秀群体，以此鼓舞当代

人，教育后代，从而进一步增强边境民众对国家的整体认同，增强身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自豪

感。所以，卫国戍边精神的发扬，有助于提升边境地区各族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增强对国家和中

华民族的认同；有助于构建和形成边境地区各族群众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五）持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共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命运共同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深层次上来说，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问题。中华文化就是中华民

族的共有文化，它是一个包容并蓄、异中存合的开放体系，它不是某个单一民族文化的替代，也不是

某几个民族文化的机械拼凑和相加，而是“各民族、各地区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渐交融、整

合而形成的有机的文化整体”[16]（52）。因此，在各民族单位的文化底蕴中挖掘同质性因子，在各民族追

求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整合共有的精神动力，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文化方面的主要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少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而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尤为重要。因

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要“增强国民对最具影响力和穿透力、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根’与‘魂’的中华文化的认同”[17]。

由于西北边境地区各族民众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过程中，在共同应对各种挑战的过程中，创

造了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典型的区域文化。在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要正

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还要重视多

民族共创共享的区域社会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具体而言，除了要培育和发扬以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这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为核心之外，还要不断凝练和发展各民族在边境地区彼此交往交流交融过

程中形成的不同于中心地带的边境文化。在边境文化体系中，口岸文化是边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于其复合性特质，在实践中对口岸文化要予以扬弃。一方面，要充分挖掘和发展口岸文化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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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凝结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因子；另一方面，要规避和批判有碍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异

质性”内容。在空间距离上，由于边境地区远离中心区域，再加上各民族或多或少地受民族主义意识

的影响，边境地区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国家的认同在效应上不完全一致，对中华民族的

认同更具历史性和文化性，时间更长远，过程更复杂，它是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而国家认同则为中

华民族认同提供了空间上的地理边界。多元文化背景下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核心。当然，对共有文化的认同和尊崇，并不意味着对各民族自身优秀文化的否定，而是在强

调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的前提下，各民族对彼此之间文化的热爱和赞美。因此，只有增强对中华民族

共有文化的认同，用中华文化滋润西北边境地区各族群众的心田，才能最终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认同根基。

（六）全面依法治边，构建各族人民共同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命运共同体

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和要求，是中国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加强法治建设是提升治边效能的主要途径，是实现边境地区平

等正义的保证。由于法治具有鲜明的国家性和人民性，法治建设是边境地区各族群众增强国家认

同的手段，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客观需要。由于西北边境地区特殊的地理区位和人文环境，

人们的法治观念和法治思维较为淡薄，法治建设水平和层次较低，在边境治理的法治化道路上还有

很多困局需要破解。只有全面推进依法治边，增强边境地区各族人民的法律意识，才能为铸牢边境

地区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法治保障。对于西北边境地区民众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要实现全面依法治边，构建各民族共同学法、守法的法治命运共同体，夯实依法推进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律基础。为此，除了加强以宪法、法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宣传和教育外，还要做

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方性立法工作。只有以立法的形式推进本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才能在之后的工作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当前，很多地方已经出台了以民族团结进步为

核心要义的法律条文，西北边境地区可以在上级地方政府已出台实施的法律框架内结合自身的实

际，出台更加精细的实施办法，为不断铸牢本地区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规范性保障。

五、结 语

西北边境地区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法治等方面的现实境况，预示着铸牢该

地区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较大的地方性困境，也决定了铸牢该地区民众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除了运用一般性方法和途径外，还要结合地方实际，因地制宜，采取多元化和精准化的现实

路径，如此，方能有效推动铸牢该地区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西北边境地区在内的整个

陆路边境地区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元化路径需要做到“五位一体”。在政治层面上，

以民族团结为主线，构建各民族政治一体的政治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层面上，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

举措，构建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经济命运共同体；在文化层面上，以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广泛认同为

根本，构建各民族共育精神家园的文化命运共同体；在社会层面上，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目标

导向，构建和谐互助的社会命运共同体；在生态层面上，以共同生活家园为理念，构建各民族共保、

共享的生态命运共同体。总之，铸牢西北边境地区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在了解和把握其

特殊性和共同性的基础上，采用全方位、多维度的视角，因时因地因情地运用合理的理论遵循和正

确的现实路径，如此，方能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持续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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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ing into Fostering People’s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orthwest Frontiers

YANG Ya-xiong1，2

（1. School of Marxism，Lanzhou Polytechnic University，Lanzhou 730050，China；2. Research and Cultivation Base

for Forging People’s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20，China）

Abstract：Due to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humanistic endowment of the land frontiers，forging people’s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area is not only facing the common challenge of convergence with the

national central region，but also facing the local dilemma，especially in the Northwest frontiers where land ports are distrib-

uted，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uild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re more complex and diverse.

In order to strengthen people’s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area，we need to correctly apply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on the basis of a realistic understanding，and comprehensively use the diversified ways of politics，

economy，society，culture and ecology，so as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firm forging.

Key words：The Northwest Frontiers；Foster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Theoretical Ap-

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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