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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阵地建设吸引力明显不足。要充分运用好“军垦文

化”的独特文化优势，做实公共文化服务，不断提高优质

文化产品供给水平，打造具有兵团特色、留有军垦回忆的

文化服务平台。首先，要保持群众文化活动参与度高、覆

盖面广的优势。进一步创新群众文化活动的载体和方式，

提升文化品质。其次，要提升群众文化创造力和活力，打

造各类免费平台和舞台，积极弘扬兵团文化个性。

三 是 拓 展 文 化 交 往 空 间 。 用 好 石 河 子 市 军 垦 文 化 资

源，将其作为各民族文化交往的新空间。一要保护好军垦

文化资源。加强原有村落存在的军垦遗址的保护利用，保

护性建设军垦风貌区，保留军垦印记，努力打造成全市军

垦文化平台。二要深入挖掘村发展史与军垦文化之间的联

系 和 故 事 。 整 理 编 纂 军 垦 文 化 史 料 、 模 范 人 物 、 军 垦 故

事，充分挖掘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让军垦文化直抵

人心，让红色精神润物无声。

5、持续改善乡村面貌，优化居住质量

公共基础设施也是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物质载

体，优化居住质量有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

一是要做好乡村“四化”。全面推进村容村貌提升、

村内道路硬化和亮化、村容村貌绿化和美化，尤其要做好

乡 村 “ 美 化 ” 工 作 。 在 住 房 安 全 的 基 础 上 ， 对 房 屋 进 行

粉刷、彩绘文化墙等，提高村容村貌“颜值”，同时作为

民族团结的宣传墙、各族群众的连心墙、中华文化的弘扬

墙。

二是加大公共休闲服务区的建设。与石河子镇人口相

比，行政村活动室的建设依然不足，公共休闲区建设依然

滞后。临近市区的乡村结合部人口密度较高，严重挤压公

共休闲区的建设空间。首先，拓展村委会适用范围，让村

委会院内变成村民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其次，优化空间

布局，腾出必要公共空间。最后，根据村特点，谋划新空

间，规划新特色，包含有兵团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公共文化

服务区。以此吸引村民和石河子市市民向该地聚集，形成

各民族大融合的交往平台。

6、加强流动人口管理，优化人口结构

从 构 建 各 民 族 相 互 嵌 入 的 居 住 格 局 角 度 考 虑 ， 流 动

人口对改变居住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对现有居住格

局能够产生较大改变的因素，除去村集体征地和选址重建

外，外来人口的流入是最重要的一项因素。

一是拓展人口流入渠道。务工务农承包土地，是石河

子镇吸引外来人口的重要手段和渠道。石河子镇是城乡结

合的重要部分，村民自建房屋是重要吸纳流动人口居住的

渠道。首先，政府应合理规划廉租房的选址，配合自建房

形成吸纳人口的主要渠道和窗口。其次，优化企业用人招

工比例，扩大外来人口用工量。

二 是 加 强 流 动 人 口 管 理 。 流 动 人 口 提 高 了 石 河 子 镇

嵌入式居住格局的形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

会格局。同时，流动人口移民也对当地少数民族造成了顾

虑。因此，要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新增汉族移民与当地少

数民族居民因资源和利益争夺所产生的矛盾。首先，应谨

慎对待大规模移民政策的实施，并对流动人口加强管理，

建立相应数据库管理平台，掌握流入流出情况，做到动态

管理。其次，对居住满一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和将要在石河

子镇定居的买房人口，进行政策宣传和民族团结教育。

石河子镇作为兵团重要城镇，兼具兵团文化特色和地

方村特色，民族关系是否和谐和睦是关系到民族团结的重

要因素。深入分析石河子镇居住格局特点，建立稳定的民

族关系，非常重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民族关系，是关乎新疆社会稳定及长治久安的大事，

是关乎兵团责任使命的大事。因此应该注重居住格局变化

带来的民族关系变化，从而建立交流频繁、交往顺畅、交

融广泛的良性互动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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