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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民族地区建构和谐社会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高度看待民族地区建构和谐社会
青年民族统战工作的作用�分析民族地区青年统战对象的群体发展态势�并深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拓宽眼界和工
作思路�创造性地开展民族地区青年统战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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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赢得了青年便赢得了未
来�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任终将落在当代青年的肩
上［1］。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既是新世纪新阶段
民族地区“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需要�也是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
区构建和谐社会与青年统一战线关系的发展密切相

关�互相促进。如何在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实
践中进一步激发广大青年群体的能动性�只有在民
族地区青年的实践中才能找发展的答案。去年3月
中上旬�笔者参与了省上民族地区青年群体调研工
作�对我省甘南临夏和阿克塞、肃北、肃南、天祝、张
家川、积石山、东乡等7个自治县的39个民族乡的
部分青年25－38岁群体中的汉族、回族�藏族、东乡
族、保安族、撒拉族、裕固族、土族、蒙古族、哈萨克族
等十个民族进行选点调研�其中共发放调查问卷
820份�其中收回有效问卷683份�召开座谈会11
场（次）�个别访谈45人。从回收的683份有效问卷
测定�置信水平达78％�置信区间±85％�可以论证
主题的观点。根据对调查问卷、座谈会、个案走访笔
谈、文献研究等整理并得到的成果显示态势的向度
分析中�进一步明确了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与青

年统战工作的关系�并且在分析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状况的基础上�勾勒出了民族地区青年统战对象的
群体态势�并对青年统战工作如何在民族地区构建
和谐社会过程中更好的发挥作用提出建设性意见．

一、青年统战对象群体的状况分析
本次调研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个案走访、文献

研究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调查方式所反映出来的

民族地区青年统战对象的群体态势以及对民族地区

青年统战对象群体特点［4］的概括：
1．对青年统战工作的看法
在问卷调查中�当被问到“您是否参加过团组织

或青联组织开展的下列活动（多项选择）”�我们设计
了十一个选项�每个选项都有所选择�这反映出了对
我们青年统战工作还是在相当程度上覆盖到了广大

青年�从以下图表反映的信息可以透视出：在被谈到
到“您参加过青年团体吗”？

图表一

类目 你参加过青年团体 青联作用发挥

参加过 104 26％ 重要 53％ 次要 37％
没参加 579 74％ 无作用 4％ 不知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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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参加过”的占26％�选择 “没有”的占
74％；我们结合调研地区实际情况发现�在县市一
级�青年团体的建立极其稀少�这本身有民族地区发
展迟滞性的因素�但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了我们在青年社团发展工作上的薄弱呢�值得思考。
在被问到“您认为青年联合会等青年社会团体在构
建和谐社会中能起到什么作用”选择“重要作用”的
占53％；选择“次要作用”的占37％；选择“不起作
用”的占4％�选择“不知道”的占6％；从总体上看�
青年们对青年联合会还是相当认可的�而且对青联
的发展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但是�青年统战工作仍需
要进一步加强；有些青年也提出�还是要克服青年统
战工作的一般化和形式化倾向�进一步促进不同群
体或社会阶层青年的交流和了解。

2．青年对成才的要求
在问卷的设置上�我们专设了成长成才栏目�在

访谈个别民族青年代表�青年教职人员和民族地区

青年干部时�在访谈中问道：“在你成长和成才的过
程中�你认为目前最需要了解和感到神秘的是①信
仰的伟大②上网；③到外面世界闯闯。”通过问卷分
析�56．4％的各族各界青年选择了通过网络了解外
面的世界。但是�通过我们的调查�民族地区各党政
机关、各级各类学校和群众团体及宗教场所的电脑
普及率较高�而真正青年活动聚居场所的电脑普及
率较低；计算机网络覆盖率还处在星状布局中运行。
特别是在一些乡镇中心区域�上网是一种奢侈消费。

3．对青年党员所发挥作用的评价
通过选项进行评价的调查结果是：他们认为“身

边的青年党团员与群众相比”�在完成工作任务方
面�比群众差很多的占12％�差不多的占54％�比群
众强很多的占7％�不发表意见的占27％；在遵纪守
法方面�比群众差很多的占3％�差不多的占64％�
比群众强很多的占6％�不发表意见的占26％。

图表二

态 度类 目 比群众强 百分比 比群众差 百分比 差不多 百分比 百分比 无意见

党员工作任务态度 49 7％ 82 12％ 369 54％ 184 27％
党员遵纪守法 49 7％ 20 3％ 421 64％ 178 26％
工作积极性 42 6％ 49 7％ 390 57％ 201 30％
和谐作用发挥 121 16％ 458 67％ 127 17％

如何发挥党员作用 452 66％ 13 2％ 102 15％

　　在“去人们不愿干的岗位方面”�比群众差很多
的占7％�差不多的占57％�比群众强很多的占
6％�不发表意见的占30％。在被问到“您认为青年
党员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时�
认为能发挥“主要作用”的占16％；能发挥“次要作
用”的占67％�“不能发挥作用”的占17％；根据这一
个问题�我们进一步问到“如果青年党员能发挥作用
的话�您认为与广大群众相比�应如何发挥？”�回答

“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的占17％�“做好
表率”的占66％；“积极宣传”的占2％；“其他”的占
15％；从总体上来分析�党员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有
待加强。同时�我们不难看出来�调查对象基本认为
青年党员在日常工作、学习中没能切实发挥出模范
带头作用�而且�也不大相信在构建和谐社会中�青
年党员们能发挥巨大作用。

图表三

类目 中共 百分比 共青团 百分比 民主党派 百分比 其它 百分比

态度 117 22％ 314 38％ 103 16％ 149 23％
　　从图表三中�我们所调查的非党员青年群体中�
在谈到到“您目前想加入下列那个组织”�选择“中国
共产党”的占22％�选择“共青团”的占38％�选择
“民主党派”的占16％�选择“没有可加入的组织”的
占23％。虽然青年们对青年党员的表现并不认可�

但党组织对他们还是具有相当吸引力的�这也是青
年们趋利性的一个表现。对“共青团”的热情则要更
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前我们团建工作
发展迅猛�尤其是基层团组织力量越来越得到加强。
当然�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的思路�那就是以“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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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团建”。选择“民主党派”的较低的一个原因是�
在民族地区�民主党派的发展也并不理想�有些地方
虽然也有民主党派的存在�但大多力量薄弱�缺乏活
动经费�甚至无法完成基本的调研活动�无法很好的
完成参政与政的职能�对青年们也不具备一定的吸
引力�在临夏州和民主党派青年座谈的过程中�他们
提出两点很值得注意�其一是经费扶持不够�这也是

最迫切的问题；其二是重视程度不够�而且在干部流
动机制方面出现“党票好于号帽�民主党派太冷”的
暗流�这说明我们在基层民族地区的建构和谐社会
中教育青年人在思想和行动上团建的任务艰巨�提
高民主党派吸引力的努力任重路长。

4．对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认识
图表四

常交往 百分比 偶交往 百分比 不交往 百分比

民族交往 390 57％ 250 45％ 35 5％
知道自治法 423 62％ 149 38％
落实自治法 不好 184 27％ 一般 170 25％ 非常好 117 17％
民族关系 不好 71 9％ 一般 331 53％ 非常好 150 38％

　　从图表四看出：在提到“您与不同的民族成员交
往吗？” “经常交往”的占57％�“偶尔交往”的占
38％�“不交往”的占5％；在谈到“您知道修订的《民
族区域自治法》吗？”“知道”的占62％�选择“不知
道”的占38％；在问到“您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权利落
实情况如何？”认为 “不好”占27％�“一般”的占
25％�“非常好”的占17％�“不清楚”的占31％�在交
谈到“您认为本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相处得怎么样？”�

“很差”的占9％�“一般”的占53％�“很好”的占
38％�笼统地看�通过我们青年统战工作�尤其是青
年民族团结进步等活动的开展�对于我们党的民族
政策的宣传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民族关系
呈现良性发展�不同民族的青年们也能和睦相处；然
而�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还是要冷静地面对一些不
足�切实加强青年民族工作。

5∙对于信教青年思想现状的判断
图表五

你了解你

的宗教吗

参加宗教活动吗

当地宗教相

互尊重吗

经常往来吗

了解 百分比 不了解 百分比 很了解 百分比

210 54％ 69 18％ 109 28％
经常去 百分比 有空去 百分比 偶尔去 百分比 不去 百分比

112 26％ 123 32％ 19 5％ 23 6％
尊重 百分比 不尊重 百分比 不知道 百分比

285 74％ 35 9％ 66 17％
常来往 百分比 有时来往 百分比 不来往 百分比

143 37％ 229 59％ 15 4％
　　注：图表－－－五均来自调研问卷的分析�版权属联合调研组所有�特此申明
　　在图表五的问卷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回答“您
对所信仰宗教的情况了解吗？”�“不了解”的占
18％；“一般了解”的占54％�“很了解”的只占28％；
在问到“您经常去参加宗教集会吗？”回答“经常去”
的只占26％�“有空就去”的32％�“偶尔去”的占
5％�“不去”的占6％�“想去但没有时间去”的占
37％；在回答“您认为本地区不同的宗教信仰者之间
相互尊重吗？”�回答“尊重”的占74％�“不尊重”的
占9％�“不知道”的占17％；在回答“您和信仰其他

宗教的人来往吗？”回答“经常来往”的占37％�“有
时来往”的占59％�“不来往”的占4％；在甘肃这样
一个多民族地区�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均为全民信仰
宗教�少数民族青年基本上都是信教青年�他们对于
不同的宗教信仰大都能做到相互尊重�与信仰其他
宗教的人由于各种生活原因�也经常来往�这与我们
青年统战工作者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宣传是分不

开的；在我们谈到各宗教的平等自由政策时�肃南县
的马蹄寺当值活佛说的好：“这个问题《宪法》讲的很

159



好�四句话哲理名言�盛世经典�只要个民族新教群
众和广大教职人员认真贯彻�民族地区的问题就是
在和谐宗教观的指导下繁荣发展。”

二、加强民族地区青年统战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一）在民族地区建构和谐的发展环境
对广大青年群体在政治上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地位�在思想文化上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
位；不断建构青年成才发展的服务平台�尽量使广大
青年参加有益于青年健康成长和成才青年团体�但
这类青年团体必须是政府依法成立�宗教法规认可
和各族各界青年群体渴望参加的青年社会团体；同
时�要充分发挥广大青年党员的成长经历的激励示
范作用�做到团结凝聚青年的作用。

（二）创建凝聚优秀青年代表人物的工作机制
我们必须通过青年统一战线�要做好各少数民

族青年、宗教界青年、非公有制经济领域青年、党外
知识分子中优秀青年的工作。做好优秀青年代表人
物的工作说到底是为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培养接班

人。这是因为优秀青年代表人物集中代表了统战事
业的未来�是统战各方面领域未来代表人物的“源
头”。并可以在此基础上以优秀青年的创业发展示
范效应带动全社会的共同富裕�教育和引导青年积
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关注弱势群体�奉献爱心�实
现全社会的协调发展。在民族地区更要树立以服务
意识�不断加强凝聚优秀青年成长成才的工作机制�
激发广大青年的构建热情。［3］。民族地区青年统战
工作要服务凝聚各领域的优秀青年群体�主要是做
实：一是逐步在民族地区发放“青年卡”制度�使青年
群体可以享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对青年提供的各种

优惠政策�建构各族青年和谐的共享改革发展的成
果的社会氛围；二是在民族地区建立集技能培训、文
化娱乐、信息交流、就业指导、权益保护等于一体的
新的社区服务型青年组织－－－“青年中心”；三是加
强沟通�扩大对话领域和层次�形成凝聚优秀青年代

表人物的协调机制。同时�由于各类青年社团组织
的数量和作用发挥的有限性�应建立有效的青年利
益协调机制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联手共建的凝聚
工作机制［4］：四是以优秀青年人才开发为重点�充分
发挥青联组织凝聚各族各界优秀青年人才的作用。
搞好凝聚工作的关键就是要紧紧围绕优秀青年人才

的全面发展�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人生舞台。必
须在新形势下拓展“党管人才”的工作思路�形成党
团共同开发优秀青年人才的合力。

（三）提高民族地区青年统战工作对象的基础信
息化水平

民族地区青年统战工作要适应当今计算机和网

络化发展的要求�建立各县市和社区工作点统战系
统信息网络。一方面�加强青年人才资源信息网络
系统的建设�并及时向有关用人单位和政府机构推
荐输送�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将有关人才信息投入到
人才大市场中去运行�真正实现青年人才信息的流
动开发。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在被问到“您获得知
识的渠道是什么？”选择“上网”的也达到了37％；网
络的吸引力关键在于网站建设�网站不在多而在于
精�网站建设关键要在吸引力上下功夫。以网络为
基本载体�创设凝聚广大青年的网上家园�通过网络
架起与青年交流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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