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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不仅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重要载体，也是在新时期对我国民族关系进行有效处

理的一种新理念。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背景下，探讨适合我国多民族社区发展的有效治理路

径，并在“三治”的基础上增加“智治”，这对推进我国城市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有效治理，加快少数

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和提高治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成都市郫县菠萝社区为例，深

刻剖析该地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治理经验，在党建引领的基础上，提出智治、自治、法治、德治“四

治融合”的实践路径，为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探索提供行之有效的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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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lti-ethnic communit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crea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pro-
gress, but also a new idea on how to handle ethnic relations efficiently in a new age. On the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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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haping ethnic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n China, it is very significant to probe into the effective 
way of governance sui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ethnic community, and to add “intelligent 
governance” on the basis of “three governance”, which will promote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multi-
ethnic communities in our cities,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 the gov-
ernance level in minorit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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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各民族之间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民族工

作是关系社会稳定和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大事。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

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

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尤其是重视促进形成互相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积极营造各民族共

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环境，开展各族群众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形成密不可分的共同体[1]。
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是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一个重要载体，尽管现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它仍然存

在着诸多的困境，如社区文化的参与主体受到限制，各民族心理距离不断扩大。由此可见，民族互嵌式

社区的治理目标在现阶段仍未实现且面临着不小的困境，找到切实可行的治理路径尤为关键。 
目前“三治融合”的理念已经在全国各地展开。从“自治”这一维度看，王茂美以云南省多民族农村

社区自治实践为基础，通过实地调研，认为加强基层行政组织对社区服务的认识和治理水平，是优化多

民族村庄和农村社区自治的重要内容[2]。从“法治”这一维度看，王晓璐指出，“和而不同”是我国民

族文化共生格局的精神核心，应以法治方式确保这一原则得到实施，加强法制宣传，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3]。从“德治”这一维度看，敖瑞尘提出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要提高对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重要性认

知，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4]。然而，近几年在民族地区治理中，国家愈发重视信息化技

术的基础支撑作用，在新时期，“智治”已经成为一个必要的国家治理模式。民族互嵌式社区需要在“互

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支持下，汇聚民意，集成民情，达到资源共享[5]。因此，从传统的“三治融合”

迈向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是我国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经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学界分别对自治、法治、德治这三个维度做出了丰富的研究，并基于相关

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但是有关“智治”的研究成果较少。当前学界对于“四治融合”的研究成果较少，

且几乎没有对于民族互嵌式社区“四治融合”治理的相关研究。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选择较有代

表性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四川省成都市郫县菠萝社区，并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深刻剖析该地区多民

族互嵌式治理的治理经验，尝试通过构建民族地区智治、自治、法治、德治“四治融合”的现实路径，为

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探索提供行之有效的经验借鉴。 

2. 菠萝社区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现实探索 

在新的时代，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各民族之间的流动也变得越来越频繁，人们在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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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的密切接触也是空前深刻。近几年来，四川也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创造性

地实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工程”，打造一批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推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

共乐”的基层治理的新型模式，推动多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构建。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

菠萝社区在四川城市民族工作中具有代表性，常住人口超过三万，有 33 个少数民族，包括汉族、藏族等，

正积极践行着德治、自治、法治、智治协调发展路线，不断推动“四治融合”，不断满足各族居民多元需

求，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凝聚民心民意。推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互嵌式社区，这对于

在新时代推动四川民族工作向更高水平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总结成都市郫都区菠萝

社区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现实探索如下。 

2.1. 开展“德治”帮扶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注重依法治国，他在多次强调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起来。所以，要把

多民族互嵌式的社区治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增强各民族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各民族群众奠定坚实的思想根基，

捍卫精神高地。由于环境的不同和文化的不同，在处理同样的问题时，各族人民都会有不同的想法，个

人的利益要服从于群体的利益，而集体的利益则要体现国家的意愿，在整个社区治理中，要让“多元一

体”的理念在整个社会中得到贯彻[6]。在郫县菠萝社区的治理的过程中，积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建立了“全国统一之家”，强化服务和管理民族流动人口，在就业、就学、就医、维权等各个领域提供了

全方位的服务。与此同时，社区还请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为各族群众免费义诊。加大对社区居民的访问

和慰问力度，建立“一助一”和“多助一”的“一对一”结对帮扶机制，及时为各民族解决各类问题，促

进各民族之间相互帮助。可以说，成都市菠萝社区的德治实践，为社会治理注入了新鲜的内涵，并对其

产生了正面的启示。 

2.2. 开展“自治”领航 

自治是法治和德治的基础，是群众在一定范围内自我管理的行为，保障着群众的参与权和知情权，

是广大群众直接行使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生动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基层民主，要完

善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要强化城乡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郫县菠萝社区通

过打造居民自治“三室一坊一窗一墙”载体平台，建设民族图书阅览室，民族活动室，民族文化宣传室

等公共场所，推动居民自主参与社区治理，打造白玛石榴籽唐卡手工坊，设立少数民族服务窗口，帮助

少数民族解决子女入学、就业、就医等方面的问题。此外，该社区还定期组织群众开展社区治理相关知

识的培训与学习，提高社区群众对于该社区治理工作的知晓率，确保社区各民族居民的知情权，调动他

们的积极性，提升民族互嵌式社区群众自治能力。 

2.3. 开展“法治”宣传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而法治也是民族关系和谐的基础性保障[7]。要全面推进科

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郫县菠萝社区“法

治”实践中，全面广泛地进行党的民族理论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菠萝社区还通过“律师进社区”等主

题活动，为居民提供法律知识的培训及法律咨询，举办有关安全、法律、道德的图片展，法治讲座，录像教

学等方面的活动，以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大力提倡依法治国理念，引导广大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2.4. 开展“智治”探索 

在信息化时代下，数字社区建设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和加速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党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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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字化社会治理的创新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上强调，“要

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

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8]。郫县菠萝社区积极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

教育展馆”，搭建数字化宣传平台，以满足各族群众的学习需求。积极利用网络平台，推出线上微课程，

网上教学各种民族舞蹈，丰富充实各族群众文化生活。以 VR 技术点燃线上“非遗”新体验，为各族群众

打造别样“云”端民族文化大餐。打造“有声读书角”开展“数字阅读”行动，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阅读数字上墙”，利用二维码实现扫描即达，随时随地阅读民族团结进步系列报刊、书籍。 

3. 民族互嵌式社区有效治理的路径 

从成都市郫县菠萝社区的“四治融合”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要对城市多民族互嵌式社区进行有效

治理，促进其现代化进程，需要在党建引领的基础上，坚持贯彻“四治融合”的多民族社区治理路径。 

3.1. 建立健全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德治实践机制，加强党建引领 

提高社区的治理效率，畅通群众表达诉求，协调利益，保护利益的途径，营造群众有责、群众尽责、

群众享有的社区治理环境，破解社区治理难题，是加强民族互嵌式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和推进德治建设的

重要途径。一方面，党委政府要发挥好引领作用，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利用道德讲堂等平台和载体

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基层党组织要紧紧围绕着各族人民

团结奋斗，共同繁荣这一主题开展各项工作，坚持维护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全

面、准确地把党的民族政策传达给社区内的各民族群众，强化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教育，加强对社区居

民的“五个认同”[9]。另一方面，搭建社区沟通与交流的平台，营造多元交融的社区文化。利用重大节

日这一载体，开展与不同民族习俗有关的活动，促进各族人民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增强相互间的文化认

同。组织一些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方便群众参与，通过这些活动，促进各族人民的感情交流。此外，让

各种族的居民在参加社区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和认同，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创造出一种

独特的、包容的社区文化，以此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合作。 

3.2. 充分激活社区自我“造血”能力，提升自治水平 

要实现“四治融合”，就必须让民族互嵌式社区中的居民全程参与，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多民族互

嵌式社区居民还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文化程度高低不一，对社区治理的认识和了解程度也非常不足。

为此，要实现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四治融合”，首先要从社区居民开始，才能使社区的“造血”功能

完全发挥出来，促进社会的多元化治理[10]，同时，提高居民对社区治理和自治认识，使他们能够切实地

感觉到，他们是这个社区的一份子，需要共同建设和治理美丽的家园。一方面，政府要积极主动地转变

职能，简政放权，让其它的社区管理人员拥有更多的公共管理空间和权利，让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团体

的强有力的社会作用得以充分地发挥出来。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引导居民积

极参与社区治理，构建多元化的社区参与机制，要不断培育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合作理念，激发社区居民

的“主人翁”意识，推行社区政务公开，增加政务信息透明度，为居民参与政务提供足够的现实机会。此

外，在实施政策的同时，要使社区居民的自我“造血能力”得到有效发挥，而不是盲目地给政策实施“输

血”。因此，在实施过程中以及监督、宣传和教育的各个阶段中要吸纳更多的人才，吸引各行各业的人

才、资本、科技和金融等要素有序进入政策执行中，为各民族的剩余劳动力在当地自主创业提供机会。 

3.3. 持续优化多民族社区法治保障服务，加大法治宣传力度 

在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过程中，仍普遍存在着基层党组织法治思维不足、依法办事能力不强、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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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范，社区居民法律意识淡薄、缺少法治思维，社区法治保障服务欠缺等多个问题，因此，必须进一

步提高基层党组织社区法治治理能力，健全完善法治建设与服务体系，切实发挥法治在社区治理中的保

障作用。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城市多民族治理的法治保障体系，有效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构建和完善法

律保证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从各个方面推进，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针对性的规章制

度以及配套的实施细则，及时回应群众的利益诉求。要将自治、法治和德治紧密结合起来，在解决社会

中的矛盾和冲突时，要坚持用法治思想和手段来处理，这样才能使多民族社区事务的管理有章可循，有

据可依。另一方面，加大法治宣传力度。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中，要以法治为工作的主要准则。对于

参与到社区建设的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员，都应当对其加强法治教育与培训，要保证他们具备良好的法律

知识，不能滥用自己的权利，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地执法，避免发生种族歧视现象[3]。除此之外，要

增强公民的法治意识，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网络媒介、图书报纸等，也可以在社区中举办各种活动，

由各民族居民联合编排法治相关的节目，用群众喜欢的形式来进行宣传。 

3.4. 完善民族互嵌式社区数字化治理体系，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 

在智能化时代，社会治理的数字化创新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民族互嵌式社

区及居民必须树立数字思维、运用数字技术，促进数字治理制度的完善，数字治理的能力的提高。一方

面，要强化数字化治理思维，完善数字化治理体系。数字化治理思维是政府运用数字技术深度分析数据

信息并做出科学决策的现代化治理思维[8]。强化数字治理思维必须将数字信息的潜能充分挖掘出来，使

其充分赋能于社区事务、改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强化政策支持，增加财政资金投资力度，统筹利用

现有资金渠道支持“数字社会”建设，鼓励因地制宜制定数字化建设发展促进策略。此外，也要加强民

族地区信息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引进专业化数字人才，通过开展专题培训、选派优秀干部到基层等方式，

提升基层干部和居民信息素养和应用能力，社区治理数字化必须满足公众的需要，必须以人民满意为出

发点，引导社区居民对数字技术的认识和了解，鼓励高校及科技企业加大对乡村数字化建设的支持力度，

激发城市多民族聚居地区人才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4. 结语 

城市民族工作的重难点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其治理难点在于它是集城市社会与族群关系的复

杂性为一体的“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可以说，我国城市民族工作的成效，主要是通过对各民族之间

相互嵌入的社区治理状况来分析。因此，在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可以从德治、自治、法

治、智治“四治融合”的方向考虑，并结合各区域、各民族之间独特性，提出更具区域和民族特色的治理

路径，最终实现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推进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意见》[J]. 今日民族, 2019(11): 1-2.  

[2] 王茂美. 多民族社区自治: 互嵌式族际关系构建的实践场域——基于云南农村多民族社区的实证分析[J]. 西北

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1): 56-60.  

[3] 王晓璐. 用法治手段推进“和而不同”的民族互嵌格局建设[J]. 新西部, 2019(12): 86-87, 92.  

[4] 敖瑞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以天津市红桥区为例[J].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 2023(2): 38-42.  

[5] 张鹏, 张为波. 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 模式比较、现实困境与未来走向[J]. 广西民族研究, 2018(1): 10-17.  

[6] 汪美林, 陈锦均.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研究[J]. 传承, 2022(2): 40-46.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9781


曾思雨 
 

 

DOI: 10.12677/ass.2024.139781 51 社会科学前沿 
 

[7] 杨鹍飞, 田振江. 国家认同、法治与爱国主义: 和谐民族关系的实现路径[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34(5): 54-59.  

[8] 孙振南, 李凯路, 樊亚. 智能化时代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创新路径探索[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8(1): 31-35.   

[9] 刘国强. 城市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路径分析[J].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21, 37(3): 77-82.  

[10] 李建军, 麦尔旦∙艾则孜. 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路径探析——以 W 市社区为例[J].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23(3): 11-
14.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9781

	民族互嵌式社区有效治理路径研究
	——以成都市郫都区菠萝社区为例
	摘  要
	关键词
	Study on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Path of Ethnic Inter-Embedded Communities
	—Taking the Pineapple Community in Pidu District, Chengdu City as an Exampl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菠萝社区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现实探索
	2.1. 开展“德治”帮扶
	2.2. 开展“自治”领航
	2.3. 开展“法治”宣传
	2.4. 开展“智治”探索

	3. 民族互嵌式社区有效治理的路径
	3.1. 建立健全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德治实践机制，加强党建引领
	3.2. 充分激活社区自我“造血”能力，提升自治水平
	3.3. 持续优化多民族社区法治保障服务，加大法治宣传力度
	3.4. 完善民族互嵌式社区数字化治理体系，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

	4.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