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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涉及到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交往、婚姻、经济合作

等方面。“十三五”以来，山东聚焦农村少数民族贫困

人口脱贫工作，将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着力向扶贫开发的

民生重点领域、产业引领项目倾斜，投入1.78亿元，扶

持500多个项目，涵盖民族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

调整等方面。目前全省64个少数民族贫困村、建档立卡

14275名农村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已基本实现脱贫。

社会生活的互嵌结构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分析：在社会交往方面，社区活动、文化节庆等活动为

各民族群众提供了相互交流的机会，政府还鼓励多民族

互助组织和社团的发展，各民族群众之间的社会交往逐

渐增加。在文化活动方面，文化节庆、艺术表演、展览

等活动为不同民族的群众提供了展示自己文化特色、了

解其他民族文化的平台。此外，山东省还积极推动民族

文化产业的发展，鼓励多民族的艺术表演、手工艺品制

作等传统文化活动，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更

多的机会。在民族通婚方面，政府加强了对跨民族婚姻

的支持和保护，为夫妻双方提供婚姻登记、家庭服务和

法律保障。

（三）文化习俗互嵌水平 

文化习俗互嵌水平反映了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在文化

方面的交流和融合程度。[6-7]山东省多民族群众社区发展

时间长、社区建设稳定、涉及民族众多。多民族群众在

社区内稳定居住，基本建立了良好的民族互动关系，不

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正逐步走向生活化常态化。不

同民族在生活习惯上相互适应，彼此包容，形成了一种

相对融洽的社区生活。多民族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共享公

共资源和服务设施，共同参与社区活动和庆典，这种互

动与融合的过程中，多民族之间逐渐形成一种相互尊重

和包容的态度，进一步加强彼此间的联系。

山东滨州市强化社区服务效能，积极营造各族群众

的互嵌式社区环境，助力打造“五维六共”互嵌和融社

区。山东省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工作的发展，通过

广泛开展有关民族团结教育的培训，加速提升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涵养。政府提出“尊重少数民族

的宗教信仰自由”“提高基层治理能力”“提倡民族团

结”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山东省多民族文化习俗是互

嵌结构提供一定的文化支撑。

山东省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地理区域分布不均衡，社区建设缺乏多元性

从民族学意义上界定，民族互嵌式结构社区的核心

要素是多民族交错混居，每个社区单元内都有不同民族

的居民。 [8]虽然山东省多民族群众之间的居住地相互交

错，但是仍存在一些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住房和居住条

件存在一定的差距。具体来说，存在地理区域分布不均

衡问题，即不同民族群众在山东省的地理分布存在一定

的不均衡性。一些地区或城市存在民族聚集现象，导致

不同民族群众之间的居住空间互嵌程度较低，这种不均

衡的分布可能影响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互动，限制了

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合作。此外，还存在社区建设不够多

元化，一些社区在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可能没有充分考虑

到多民族群众的需求和文化特点，缺乏针对少数民族文

化习俗的场所和设施，难以满足他们的宗教、语言和传

统文化需求，造成山东省部分多民族社区没有真正实现

结构互嵌。

（二）特定领域不公平对待，社会资源缺乏开放性

山东省多民族群众的社会生活互嵌水平呈现出积极

的发展态势。社会交往、就业机会和教育机会均等性以

及婚姻等方面的互动和融合日益增强。政府的支持和社

会的推动为多民族群众之间的互嵌提供了有利条件。但

是在一些特定领域，少数民族居民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就

业和教育机会的差距、社会交往的障碍、社会排斥、文

化认同危机等问题。具体来说：

一 是 教 育 机 会 和 就 业 机 会 的 均 等 性 存 在 差 异 ， 少

数民族群体可能面临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待遇、就业歧视

或机会限制，在职业发展和经济参与方面受到一定的限

制，致使其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衡。

二是社会交往和婚姻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由于文

化差异和社会偏见，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和婚姻将会受

到限制，影响社会互动和融合的程度。

三是经济合作方面存在着合作机会不均等的问题，由

于语言、文化、教育或就业歧视等原因，不同民族之间的烟台首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免费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