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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实践
探索——以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为例

孙雨心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中国·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物质决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逻辑。在当前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背景下，相应的物

质条件成为不可或缺的支撑。共同富裕正是构建这一物质基础的必经之路。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隶属于广西壮族

自治区柳州市。当地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地区之一。由于地形的限制，可耕种土地极为

稀缺，导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成为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点区域。融水苗族自治县成功摆脱了绝对贫困，成

为民族地区走向共同富裕的典范，同时也是中国在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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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Practice in Ethnic Reg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solid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ommon Chinese Nationality — Taking Rongshui Miao 
Autonomous County in Guangxi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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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erial determines consciousness is the core logic of Marxist theo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emphasis on build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rresponding material conditions have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support.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only way to build this material foundation. Guangxi Rongshui Miao 
Autonomous County, under the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Liuzhou City. The local residents are mainly ethnic 
minorities, and it i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ethnic areas in China.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errain, arable land is 
extremely scarce, which leads to the lagging of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becomes the key area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Rongshui County has successfully got rid of absolute poverty, and has become a 
model for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ethnic area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a practical case for our country to cast a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ethnic areas.
Keywords: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ethnic areas; common prosperity

0 前言

为了缩短地区之间的差距，促进全国范围内的共同繁

荣，我们必须认识到少数民族区域在自然地理环境、人口资

源和发展水平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是一个不

可忽视的事实。同时，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同样怀揣着对高

质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因此，如何有效缩短少数民族地区

与世界其他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成为我们国家迫切需要解

决的重大问题。

1 促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意义

1.1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原生动力
我们是一个由众多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在实现各项

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确保每一个民族都被纳入其

中。“中国梦”不仅仅是一个宏大的愿景，更是全体中国人

民共同的期盼，它体现了中国各族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的精神。只有当我们把所有可以联合的力量汇聚在一起，把

所有可以联合的资源集中在一起，我们的中国梦想就一定会

加速实现。作为一个拥有 56 个民族的国家，我们绝不能忽

视任何一个民族群体的作用，因为我们的中国梦想正是由他

们共同实现的。在中国各民族的发展历程中，他们都付出了

巨大的努力和贡献。

在扶贫工作中，我们常常将贫困视为共同致富的“拦

路虎”，而少数民族地区则被认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

障碍”。然而，扶贫工作与国家统一工作实际上是相辅相成

的。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而言，顺利开展脱贫工作不仅有助于

实现国家的统一与稳定，而且促进民族关系的融洽也必然会

推动扶贫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显然，像融水苗族自治县这样

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是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之

一。通过这些地区的扶贫工作，我们可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目标增加更多的可能性，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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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出更大的力量。

1.2 奠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础
当“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们的精神生活

将会逐步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只有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少

数民族地区才能摆脱当前的困境，实现更大的发展。各民族

都能分享到祖国建设的成果，这种成就感将会让人们更加有

归属感。总的来说，民族区域的共同繁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形成的基本前提。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作为中国最早建立的苗族聚居

地之一，拥有着独特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文化背景。这里不

仅是苗族人民的家园，还汇聚了多个民族和宗教信仰，形

成了一个多元共存的特殊环境。正因为其独特的地位和重要

性，国家对融水苗族自治县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重视。

正如古人所言，“危民易而不乱，安可以与之为善”。

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在困难时期，人民更容易团结一心，而

在安定的环境中，更应该积极向善，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

“共同富裕”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目标 [1]。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措施，如兴边富民行动、对口支

援等，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步伐，让少数民族群

众也能享受到国家发展的成果，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这些

措施不仅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也为民族地区的社会安定和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促进各民族“互嵌式”交往交流交融
乌英苗寨，这个位于贵州和广西两省区交界处的美丽

村落，世代以来都是广西和贵州两省区民众杂居的地方。在

这里，过去教育资源极度匮乏，村民们面临着教育难题。然

而，他们并没有因此放弃，而是通过共同的努力，克服了种

种困难。贵州方面提供了土地资源，而广西方面则提供了建

筑材料，全村的人们齐心协力，共同建设了乌英教学点。这

所学校在当地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贵州从江县翠里瑶族壮族

自治乡乌英教学点，也是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乌英教

学点。尽管乌英教学点只是一所规模很小的学校，仅有两名

老师和 12 名学生，但它却开设了丰富多彩的课程。这里不

仅有文化课程，还有体育、劳动以及民族文化等课程，确保

学生们能够全面发展。贵州籍教师潘先锋已经在乌英教学点

工作了整整五年，他深有感触地说，尽管乌英苗寨是一个多

民族杂居的地方，但多年来这里从未发生过任何纠纷，民族

之间的团结和谐令人欣慰。乌英教学点不仅是一所普通的学

校，更是贵州和广西两省区在教育合作和民族团结方面的一

个生动范例。像乌英苗寨一样“互嵌式”民族聚居生活的，

还有融水苗族自治县梦呜苗寨。梦呜苗寨位于融水镇新国村

古选屯，是由 2017 年杆洞乡锦洞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整体搬

迁而来形成的村落。通过实施“旅游 + 扶贫”模式，搬迁

的少数民族贫困群众与当地各族群众实现产业互嵌交融，共

同富裕 [2]。

推进民族地区的共同富裕需要以和谐融洽的民族关系

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为保障，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为

推动共同富裕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石。“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有助于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有助于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助于建立各民族相互嵌

入式社会结构，从而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

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涉及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

理等多个维度，其中经济共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 [3]。为

此，民族地区要以就业创业为抓手，积极搭建平台、拓展空

间，组织本地各民族外出务工就业创业，同时充分利用对口

支援和东西协作政策，鼓励外地企业、劳动力到民族地区发

展，促进人口的有序流动。通过积极构建跨区域协作机制，

促进各民族互嵌交融，美美与共，形成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

关系，实现协作共富和互嵌式发展。此外，也要从空间、文

化、社会和心理等其他不同层面，推动各民族的全方位嵌入

共融，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这样才能

有效促进各族群众同步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

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2 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

2.1 产业发展为民族地区共同富裕铺平道路
少数民族地区是实现共同繁荣的关键所在，因为这些

地区往往面临着贫困的挑战。为了让各族人民都能享受到共

同繁荣的成果，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摆脱贫

困的困境。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任务是解决物质上的匮

乏。因此，为了使少数民族地区能够实现共同繁荣，我们必

须首先发展自身的经济，而不能仅仅依赖单一的农业产出。

以融水苗族自治县为例，当地政府通过实施乡村综合

整治，加强边境城镇的规划，提升乡村风貌，开发独特的旅

游业，加快工业的升级和转变，从而有效促进了当地的经济

发展。为了实现旅游开发的目标，在交通便利的条件下，融

水苗族自治县进行了一系列具有旅游潜力和交通优势的乡

村旅游项目，形成了一个专业化的旅游产业。特别是融水苗

族自治县民俗村寨和“百节之乡”在旅游业上的结合，展现

出了巨大的发展前景。融水苗族自治县以“梦呜苗寨”为例，

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该项目是广西融水双龙沟风景区移

民开发的一个新的旅游项目，共安置了 21 户 56 人，其中包

括 13 户 42 名被列入计划的贫困人口。这里是一座由原始村

落搬迁而来的独特民居，经过重新改造后，以苗族特色建筑

为特色，共有 28 间店铺，主要售卖民族特色美食及特色旅

游纪念品，同时展现苗族的农业及民俗风情。客在游览完双

龙沟景区后，可以来到梦呜苗寨，在农家体验打油茶，品尝

农家饭，感受原始的农村生活。这样的体验不仅能让游客深

入了解苗族文化，还能为当地村民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从

而实现旅游业与当地经济的双赢。通过这样的发展策略，融

水苗族自治县不仅提升了自身的经济水平，也为其他少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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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2.2 基础设施改造为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提供硬性支持
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

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为了让所有民族都

能充分分享到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

基础设施这一关键领域的建设力度。在“十三五”期间，融

水苗族自治县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公路改造项目，涵盖了公

路改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电网改造、河流治理以及农村

危房改造等多个方面。这些公路改建项目极大地改善了偏远

山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增强了互联互通的能力，有效地缓解

了地方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诸多挑战。特别是对于偏远地区

居民在用水、用电、网络和住房等方面的迫切需求，这些基

础设施的改善显著提升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质量。尤其是在

那些偏远的山区，政府加大了对中小型河道的整治力度，确

保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完善的基础设施不

仅是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幸福和安康的具体体现，更是实现共

同富裕目标的重要物质基础。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少数民族

地区的社区居住条件逐渐接近城镇水平，这有助于消除因区

域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经验上的差异，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和

谐与稳定。

2.3 基本公共服务完善为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提供软性

支撑
为解决“三保障”难题，融水苗族自治县出台综合办法，

对农村低保对象进行分类分级，并将其纳入公示名单。截至

2019 年，全县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住房建设工程已经

全部完工，全部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各项补贴已经全部到位，

真正实现了群众的安居。与此同时，融水苗族自治县对所有

纳入医保范围内的农村低保人员进行了 100% 的医保覆盖率

和门诊医保覆盖率，实现了 91.5% 的医保覆盖率。全县各

定点公立医院和医保部门可以向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提供

基本医疗保险、二次报销、救助和财政补助等“一站式”就

医结算。另外，融水苗族自治县还制定了健全的控辍制度，

保证了学校的义务教育质量，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全

部入学，义务教育覆盖率高达 97.62%。通过对贫困人口的

助学贷款，全市已有在校大学生 90183 人，包括 36168 名贫

困人口。

区域内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区域内的一项重要内容，它

不仅反映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而且也反映了该区域是

否能够达到“共富”。融水苗族自治县把重点放在了教育、

卫生等方面，改善了幼儿园、中小学校的办学条件，并在乡

村实现了义务教育的全面覆盖。另外，融水苗族自治县还积

极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和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等民生方面的发

展，充分发挥人社、教育、农业等部门在人才培养方面的领

导地位，持续改善劳动者的质量，促进农村贫困人口的就业。

基础公共服务覆盖了文化、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其提升

对于解决中国区域发展差异、破解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具有

重要意义。这样既可以提高民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又可

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民族认同度，增强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3 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障碍及对应策略

3.1 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
在近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推出了一系列以“以人

为本”为核心理念的民族区域发展战略。这些战略的出台，

旨在促进各民族地区的均衡发展和共同繁荣。然而，这些战

略的实际执行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微观层面上

的贯彻和落实情况 [4]。特别是在实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过

程中，最为关键且最具挑战性的一环就是确保这些战略能够

真正落到实处。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这些战略

规定往往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在具体的解释和实施过程中遇

到了诸多难题。尤其是在与工业发展相关的政策领域，这些

政策的实施与社会的整体发展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例如，

一些行业在推动和执行工业支持政策方面做得不够到位，导

致政策的意图和内容没有被广泛理解和接受，特别是在少数

民族地区，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亟须得到妥善解决。

3.2 内源型发展能力不足
少数民族群体在共同繁荣的进程中，既是受益者也是

积极参与者，他们兼具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身份。然而，由于

中国在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的过程中实施了一系列倾斜政策，

导致少数民族群体在很大程度上被置于被动接受者的角色，

缺乏足够的积极性。这种依赖性的态度，即“等靠要”，并

不能为他们带来真正的发展，也无法实质性地提高他们的生

活水平。即便在短期内情况有所改善，但大多数人在未来仍

有可能面临返贫的风险。

为了实现真正的共同繁荣，我们必须坚持走内生性发

展的道路，追求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要实现全面、高质量的

发展，关键在于培育具备自主发展能力的少数民族地区。基

于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内生性发展现状的深入理解，我们提

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旨在推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内生性

发展。

3.3 教育教学条件亟待改善
一个民族的繁荣昌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发展水平，

而一个健全而完善的教育制度则是推动一个民族不断向前

迈进的关键动力。这一点在各个地区也同样适用。以融水苗

族自治县为例，这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这里，

教育领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首先，基础教育的普及程

度远远不够，许多适龄儿童和青少年无法享受到应有的教育

资源。其次，职业教育的发展滞后，缺乏足够的专业培训资

源，导致当地青年无法掌握实用的技能。最后，高等教育的

发展更是落后，无法为当地学子提供进一步深造的机会。除

此之外，教师资源的紧缺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许多学

校面临师资不足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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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贫穷的形成原因多种多样，但其共同点在于缺乏足

够的人力资本。其中，文化程度较低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5]。

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教育资源的匮乏，导致当地居民的文

化水平普遍偏低。这种低文化程度的现状使得地方劳动者的

整体素质难以提升，进而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阻碍

了实现共同繁荣的目标。面对这些严峻的教育问题，政府应

当给予高度关注，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首先，加大对教

育的投入是当务之急，确保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特别是在

偏远和少数民族地区。其次，应当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教

育，提高国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接

受良好的教育。最后，政府还应主动发展各种专业技术培训，

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这

些措施，可以为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推动经济的持续

增长，最终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共同繁荣。

4 结语

为促进民族地区共同繁荣和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需从多维度深入理解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民族

地区繁荣与共同体意识紧密相关，需根据实际情况，在经济、

社会、文化、生态和治理等领域进行统筹协调，推动高质量

发展 [6]。新时代下，党的民族工作将取得新成就，助力少数

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

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推动共同繁荣，这既是一条

跨越百年的奋斗之路，也是一个漫长而充满辩证法的历史进

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提升民族

地区的教育水平，不仅能够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

撑，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一环。鼓励和支

持民族地区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培育和发展特色产业，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传统产业，不仅能够加快经济转型

升级，还能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生活水平。

在此过程中特别是要注重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依托民

族地区独特的自然资源和生态优势，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

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在社会治理方面，

要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通过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同时，加强法治建设，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让公平正义的

阳光普照每一个角落，为共同繁荣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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