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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帮助少数民族提升就业技能和创业能力。

（三）公共文化的涵养，培育共同体精神

公共文化的重构是各族群众互嵌式文化交融的内生

性动力。公共文化的涵养也是多民族群众形成共同体精

神的纽带。[10]多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融也是消解文化

隔阂，建立社区互嵌式发展认同感的基础。

其一，在公共文化建设中应持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宣传活动，通

过举办主题讲座、文化展览和座谈会等形式，不同民族

的居民可以在互嵌式社区建立共同的精神纽带，增强对

各族群众互嵌式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

其二，加强民族文化研究与传承。通过设立研究机

构、资助学术研究项目，深入挖掘和记录山东多民族的

文化习俗，以促进对多民族文化的了解和传承；组织专

家学者和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培训和交流活动，推动多民

族文化习俗的传承与发展。

其三，建立跨民族交流合作的平台和机制。支持社

区与大中专院校、文化艺术团体等建立合作关系，开展

民族文化交流项目；鼓励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深入多民

族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帮助居民了解和传承各自的

文化习俗，为跨文化意识的增强提质。

其四，注重社区层面的各民族文化习俗结构互嵌。

通过成立社区文化小组、举办民族文化节庆活动、开展

邻里交流等方式，促进多民族群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

流。政府还可以支持多民族社区的文化建设项目，提供

经费和资源支持，鼓励居民自发组织文化活动，如民族

音乐会、舞蹈表演、传统手工艺品制作等。

其五，鼓励创新，让多民族的居民可以将传统文化

融入到现代生活中。政府可以提供支持和激励措施，鼓

励民族艺术家和文化团体开展跨民族合作，创作融合创

新的文化作品，展示各个民族文化习俗的多样性和独特

魅力。政府应提供支持和资源，帮助多民族的传统技艺

和习俗得到传承和发展，使其成为多民族社区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结　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具有多维度的整体性。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提供了政治价值

的目标，而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创设稳定的实体性建设。通过对山东地区各族群众

互嵌式发展的现实基础与存在问题为基点，以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视角，探析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的路径。

以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激活多民族的共同精神、智

慧的发展，从而更好地融会贯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多民族的发展提供共生共融共发展的社会空间。

参考文献

[1]齐卫平：《灵魂与总纲：党的二十大主题意蕴的

理论阐释》，载《行政论坛》，2023，30（02）：5-11

页。

[ 2 ] 郝 亚 明 ： 《 民 族 互 嵌 与 民 族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的

内 在 逻 辑 》 ， 载 《 中 南 民 族 大 学 学 报 （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版）》，2019，39（03）：8-12页。

[3]张彦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民族

互嵌式治理初探》，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22（01）：56-64页。

[ 4 ] 《 以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为 主 线  推 动 新

时 代 党 的 民 族 工 作 高 质 量 发 展 》 ， 载 《 人 民 日 报 》 ，

2021-08-29（1）。

[5 ]孙钦忠：《对口援疆与新疆多民族互嵌式社会

结 构 建 设 》 ， 载 《 云 南 民 族 大 学 学 报 （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2018，35（04）：119-124页。

[6 ]高向东、高鹏飞：《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创新举

措：民族互嵌格局研究进展与未来进路》，载《中央民

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8（05）：

116-124页。

[7]张鹏：《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比较、现实

困境与未来走向》，载《广西民族研究》，2018（1）：

10-17页。

[8 ]刘永刚、胡玲惠：《民族互嵌社区：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的社会治理路径》，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5）：118-126页。

[9]李玉雄、许廷云：《新时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现实境遇和突破路径》，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22，54（05）：97-104页。

[10]汤夺先、王增武：《互嵌与共享：新时代散杂居

地区民族文化交融研究》，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2（03）：5-16页。

作者简介

夏　田　山东现代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研究

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张　静　山东航空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

向为民族经济、区域发展

张光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

方向为农村经济、民族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