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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可能受到制约，限制了彼此间的共同发展。

（三）族际间交往形式单一，深层交流缺乏融入性

尽管山东省多民族群众社区在共有文化互嵌方面不

断提升，但不同民族群众之间的流动性、异质性导致族

际间交往形式单一，形成泾渭分明的现象。[9]部分少数民

族担心本族文化会在族际交往中弱化且被时代冲击甚至

消失，因而更倾向于在自己的族群中保持文化习俗和传

统，与其他民族群体之间的缺乏交流互融性，并且产生

排外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这一错误意识认知。在多数

的民族性活动中参与对象仅是少数民族群体，弱化汉族

群众成员的参与，造成以民族性活动为主的社区文化建

设中汉族群众成员无法获得相同的文化服务活动，减少

族际之间的认知与交往。

二 是 各 民 族 对 它 族 民 族 文 化 的 存 在 一 定 的 认 知 偏

见，造成各民族群众社区的交往受限。例如，由于这一

小部分人的行为，整个民族人群往往会被贴上一个不正

确的标签。这种认知偏见实际上就是族际之间缺乏交流

与融入。

山东地区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的路径探析

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关系的挑战与机遇，构建

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的本质就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支撑问题。尤其是如何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

恰当的路径放到社会地区多民族中，这是推进各族群众

互嵌式发展的重要任务。

（一）多元空间的构建，互嵌社区环境的形成

在山东省的多民族社区建设中，要注重多民族成员

聚居的嵌入方式及形式，合理创造多元化的居住空间。

一是建立合理的居住区域规划，避免不同民族群体

住宅区的分离，营造多元共生的居住环境，多民族之间

的居住空间相互接触和交流。在社区规划中，可以设置

公共活动场所、文化交流中心等共享空间，为多民族居

民提供交流互动的机会。

二是鼓励各族群众互嵌式社区的多元空间的改建。

建立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社区，吸引多民族群众居住在

嵌 入 式 结 构 社 区 ， 共 同 分 享 社 区 的 公 共 资 源 和 服 务 设

施。社区应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不仅可以

在硬件设施等方面保障多民族社区文化有队伍、平台建

设，在软件设施等方面也具有地域、民族与现代文化的

特征。

三是不宜片面追求多民族在互嵌式社区聚居形式，

而 是 应 充 分 考 虑 多 民 族 社 区 内 不 同 民 族 成 员 之 间 的 文

化、习俗、交流习惯等多种因素，创设一种长期稳定且

平衡的互嵌式居住空间格局。确保各族群众互嵌式社区

的发展是在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的前提下，通过结构互

嵌进行相互的接触和交流，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

融合。

四是相关部门应开展大量的基层调研工作，深入了

解各层级辖区中多民族群众现实精准需要的居住空间格

局，在相关政策法规的指导下，建设稳定性、长期性、

合理性的居住比例和居住方式，以实现社区资源的优化

配置；还应充分考虑民族文化差异等因素，为多民族社

区提供相应的文化支持和服务，以促进多民族之间的相

互理解和融合。

此外，在实施决策执行的过程中，政府要注意社区

资源的整合和平衡，积极引导社区资源的合理配置，确

保多民族成员都能够享受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均等

待遇。

（二）公共服务的建设，消解社会资源的分化

公共服务的建设是在传统“熟人社会”的整合瓦解

下民族群众互嵌式发展的新纽带。因此，各族群众互嵌

式发展中需要注重社会成员共享生活与社会资源，并从

多民族社区的共性需求基础之上，精细把握其个性化生

活需要，增强各民族群众对互嵌式社区的归属性。

一是优化各族群众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在

社区治理体制机制中，要合理制定民族政策，尊重少数

民族群体的优秀风俗习惯，并建立互嵌式居民需求反馈

机制，精准保障多民族群体在饮食、节庆、婚嫁、丧葬

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减少因习俗认知偏见带来民族歧视

或变相歧视的行为；建立社区纠纷排查机制和突发事件

预警处置机制，减少多民族群众的不稳定因素的突发，

正确引导与保障多民族群众基本权利的行使，提升互嵌

式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服务水平。

二是以维系、延续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增强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可以通过大力发展民

族文化特色旅游，打造民族民俗风情浓郁的文化旅游品

牌，同时积极挖掘和保护少数民族的传统手工艺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确保手工艺人及相关从业者的经济收入稳

定增长。

三是通过教育系统，加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宣

传，在学校教育中，应注重少数民族文化的教育，包括

语言、习俗、传统艺术等方面的内容；充分借助现代信

息技术发展成果，构建多种知识共享交流平台，提高网

络民族团结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与宣传效果。

四是鼓励多民族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交流，促进共同

发展，政府可以提供贷款、培训和技术支持等方面的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