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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社区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社区内的民族成分也日渐丰富，社区居民间有着多元文化的摩擦与

交流，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对社区治理效能存在一定的影响，文化融合对多民族社区治理具有正向调节

作用，成都市武侯区的多民族社区在社区治理进程中取得较好成就，通过整合各民族的文化将其从“冲

突”转化为“融洽”，利用多民族间文化的差异性，让社区活动变得丰富的同时实现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构建有序和谐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逐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多元文化在社区治理中实现交融，提升了社区治理能力，加强了民族团结，维护了居民利益，夯实了社
区资源，为新时代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提供新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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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of urban communities, the ethnic composition of the community is 
also increasingly rich. There is a multicultural friction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The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ethnic cultures have a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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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mmunity governance. Cultural integration has a positive regulatory effect on multi-ethnic 
community governance. Multi-ethnic communities in Wuhou District of Chengdu city have made 
good achiev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Transform them from “conflict” to 
“harmony” by integrating the cultures of various people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cultural differ-
ences between multiple ethnic groups, enrich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realize residents’ partici-
p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To build an orderly and harmonious demonstration community 
for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 we will gradually build a social governance pattern featuring joint 
development, joint governance and shared benefits, improve residents’ happiness.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cultures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has enhanced the capacity of community gover-
nance, strengthened ethnic unity, safeguarded the interests of residents, consolidated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provided a new development path for urban multi-ethnic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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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侯区治理背景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大家庭，有 56 个民族团结互进，国家始终关心民族工作，在国家改革稳定

发展的大局中占据很大的地位。其中四川省武侯区地处市区西南部，辖区面积 75.36 平方千米，根据有

关资料显示全国第七次普查结果显示全区常住人口为 120.66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的数量达到 5.49 万人。

武侯区是少数民族较集中的地区，特别是武侯区的浆洗街，其辖区内有大学、中学、小学、医院、办事

机构等，少数民族人口在这里进行就业、求学、就医等活动，其有着“民族一条街”的名号，藏族同胞

在这里开店经营他们的民族文化特色用品，他们抓住了政策与时代机遇，积极发展民族产业，其拓展汉

藏文化交流路径，将跨文化传播进程推向新的高度[1]。 
随着城镇化比率的上升，越来越多的不同民族因就业、就学、随子女生活等原因来到一个新的地方

开启生活，社区是他们生活的基本单位。对于城镇化的定义界定已经不单单是只受位置的限定了，它包

括多个方面，其中涉及地理、经济、社会空间等多个维度的转变。其中农村人口到城市进行“短期”或

“长期”生活，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身体进城”的现实，而且需要认识“身份进城”的实际，要想与

城市居民在就业、医疗、教育及社会福利等方面享有同等权益，甚至需要他们做到“文化进城”；要做

到此，他们的生活习性、日常节奏和民族习俗等社会文化属性也将相应改变。同一个社区可能有多个地

区的人员组成，他们有迥乎不同的文化生活，由于嵌入不同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目的在于冲破文

化差异带来的桎梏达到“多元一体”，从“对立”到“融合”，多样化的文化嵌入是促进社会文化多元

化的可行方式之一，因为它将多元文化纳入专业服务供给和社区治理链条中，构建出自我服务、自我管

理、自我适应、自我转换和自我更新的基础框架，这也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创新高度吻合[2]。 

2. 基于文化融合的社区治理 

2.1. 多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实现文化融合 

居民在生活中实现各自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在参与社区活动时进行文化的融合。文化融合是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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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的文化通过不断的交往交流实现交融，文化一方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吸收其优点，从而使本

民族文化更加成熟，通过彼此之间的影响与渗透，实现“1 + 1 > 2”。文化是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这就

说明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无法完全避免其他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无法完全排斥其他文化的融入。因此在

文化融合发展中，我们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支撑文化的多元发展，加强我国民族文化的保持与继续发展，

文化融合也是各个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成都的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社区创建是文化有机融合最主要成果表现之一。 
2020 年，武侯区关于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坚持在党建引领下组织民族工作，全面落

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提高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武侯区被省政府评为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集体，晋阳街道办事处被评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吉福社区的拉孟被省政府评为“全省民族

团结进步先进个人”。他们能歌善舞，开朗活泼[3]，还有拉孟绘画艺术交流中心共同打造“晋阳街道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教育基地”，协助拉孟绘画艺术交流中心解决“中国唐卡”展示馆的场地问题，推动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十进”活动，举办了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10 余次，其中参与人员达到 3000 余人。 
洗面桥社区所辖区域的少数民族地区驻蓉办事处和商家则较为集中，慢慢就逐渐形成了经营少数民

族文化用品的独特街道，有“民族一条街”称号，还和具有武侯区文化特色的旅游景点——锦里相邻，

紧挨着西南民族大学，其中有齐全的 56 个民族，还有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成办医院、363 医院等医

疗单位，满足各族人民的就医需求，通过教育、就医、求学等交往活动，增强了各民族间不同文化的交

流交往金融，到傍晚时分会有少数民族在宽阔的广场地带载歌载舞，其他民族也会参与其中，会的就跟

着跳，不会的也学着跳，氛围相当的融洽祥和。洗面桥社区在 2012 年时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

动示范社区”称号，在 2014 年获了“成都市民族文化之家示范社区”，2016 年荣获“防邪工作先进单

位”等称号。 
社区通过对自身独特民族文化资源的组织和重视，在社区举办了相应的活动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往

交流交融，也实现了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的创建过程中各民族文化的碰撞和融合，通过多元文化的

融合提高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 

2.2. 通过对民族政策的宣传实现民族文化融合 

在社区治理中，社区按期组织社区工作者和社区居民进行民族政策法律法规的学习，召开社区少数

民族经营户联谊会，目的是了解解决少数民族商家的需求和困难，收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现有的社区

进行的是网格化治理，对于这类社区定期召开社区网格治理情况的分析会，总结、判断、规划、总结包

括民族工作在内的社区各项惠民服务工作，并对相关工作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监督。 
其次，结合省、市、区大型活动，把民族知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法律法规宣传教育融入到“少

数民族艺术节”、“民族法律法规知识竞赛”、“法制宣传月”、“12.4 法制宣传日”等活动中，积极

开展“民族知识抢答赛”、“民族知识讲座”、“民族团结进步演讲比赛”等活动。有效拓展了民族团

结宣传的知晓面和社会影响力。重视和加强社区工作者对各民族文化的认识和知识培训，积极组织社区

工作者参加民族工作相关的专题培训，加强提升服务能力创新探索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的路径。实行组

织讲座或送书上门等形式，对社区范围内的旅馆、医院、饭店、商铺等服务窗口的上岗人员，采取多方

面的措施增进民族知识的了解和常规培训，坚决不允许有任何伤害少数民族感情的语言和行为发生，充

分尊重各民族文化和习俗。 
多民族社区文化的“相互嵌入”是探索多民族社区治理与巩固民族团结进步的新思路，也是对当前

多民族间关系的动态把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

关系。据此，各民族的文化“相互嵌入”则具体体现在“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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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构成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内生性动力。 

2.3. 举办民族特色活动促进文化交融 

中国的多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是民族团结进步的主要表现之一，其主要表现为“民族认同”、“居

民团结协作”、“多元文化共生”与“平等、互助”等特征。在多民族社区治理实践中，我国的政治领

导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实践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引导作用，使多民族社区治理在不同

程度上实现了“多元共治”。 
文化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为实现社区发展进步和民族团结，根据社区现有的多民族

特点，各民族有其自身的民族文化，完善社区治理中各民族的文化充分嵌入，需深度挖掘社区资源，吉

福社区支持藏族唐卡噶玛嘎孜画派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拉孟成立“拉孟绘画艺术交流中心”，不收取任何

费用向各民族学生传授唐卡绘画技艺，多年来已免费培养了各族学生将近 1400 名，他们中 100 余人还被

认证为省级和州级唐卡传承人。 
社区各民族具有自身的民族文化特点，社区积极搭建“民族文化之家”、创办“蓉城一家亲”主题

活动，打卡“成阿 0 公里”民族团结文化地标，大力扶持唐卡、羌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组织这一

系列的活动，促进了各民族群众的情感互动与文化认同。充分利用社区的有利资源，社区通过邀请驻区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工作专家教授为社区讲授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嵌入式城市民族社区治理的相关理论，

多方面的挖掘社区有利资源进行社治理，更好更快的促进社区民族团结，加强民族共同意识。 
综上所述，文化融合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一个重要方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过文化融合化

解了因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合矛盾，促进多民族间的和谐友爱，携手共同参与到社区公共事物治理中。 

3. 文化融合对多民族社区治理的作用 

3.1. 多元文化融合加强了民族团结 

民族示范区的创建，更好的实现了多民族参与社区活动，融入社区生活，一切以居民的需求为出发

点，满足了不同民族对本民族文化和习俗的需求，增强了示范区不同民族的凝聚力，最终实现示范区民

族文化繁荣示范的目标。 
通过民族示范社区的创建，各民族的文化在社区中得到认同和发展，实现了多元文化的有利融合，

何星亮的研究表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增强民族团结、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4]。马瑞

雪等提出交往交流交融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以此来说明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到民族融合是一

个从时间和空间上同步演进的历史过程[5]。王希恩指出交融不等于同化，交融指的是民族之间相互接纳、

吸收、包容和认同[6]。杜娟从“文化涵化”的角度，提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普遍现

象，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基本动力[7]，建设民族示范社区要做到以人为本，尊重各民

族文化。 
社区充分尊重和吸收各民族文化，建立“民族文化之家”，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促进民族文化交流，

组织文化讲座，邀请专家学者向社区各族居民介绍各民族文化风俗，增进相互了解，宣传民族政策，保

护民族利益。 

3.2. 多元文化融合维护了民族利益 

在多民族社区治理中，充分尊重和吸收民族文化，因为语言交流有困难，生活习惯存在差异，沟通

起来难免降低办事效率，所以在社区中有少数民族居民从事治理工作，还从少数民族群众中选举具有威

望的退休干部、专家成员组建了 20 余人的志愿者队伍，作为“民情专递员”、“特约调解员”的责任担

当，大家共同参与到社区治理，在治理中充分重视和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解决少数民族的就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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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工作人员培训和组织座谈会，表达自身的需求，不断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幸福感。实现各民族

的多元文化交流交往和交融，通过多元文化参与到社区治理既增强了少数民族的自身发展管理能力，同

时也发挥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桥梁和榜样带头作用。即使当多民族社区没有意识到县域内的多元

文化交流活动能够促进“多元一体”氛围的形成，但多民族参与治理的文化融合就是有利于打牢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基础。 

3.3. 多元文化融合夯实了社区发展资源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而民族团结最基本的就是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民族团结需

要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社区支持拉孟建立“中国唐卡”展示馆，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坚持“多元”与“一体”并重的原则，2021 年，拉孟及其学生历时 9 个月精心绘制的唐卡作品《红船精

神》，作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献礼作品被中国民族博物馆收藏。洗面桥社区也因为居民的需求，引入“爱

有戏”社会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为社区治理中的养老方面进行精细化服务。开辟“妈妈会客厅”，将

社区内有空闲时间的各族妇女组织起来，采用“市场 + 公益”的方式为各族居民提供“点菜式”服务，

社区居民的就业问题，体现了各族人民的热情互助。增进了社区的民族团结友爱。创办了“共享奶奶”

项目，把小区里有余力、有爱心的各族中老年人组织起来，帮助照顾无人照看的小孩。目前，社区这样

的“共享奶奶”已经有 30 位，被照顾的孩子多达 270 余人，邻里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各民族之间的感

情也更加深厚。集合社区的多元文化资源，举行社区活动，2022 年成都市武侯区“走基层”文化惠民活

动暨首届社区文化节活动在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街道举行。以“中华文化”为主题，用“走基层”文化

惠民演出为辖区群众呈现更加丰富的文艺形式和文化产品，推进街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8]。 
通过多民族社区的多元文化融合，实现社区多样化资源的发展，充分满足各民族对自身文化的需求

同时又可以参与到社区活动增强社区的归属感，增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自豪感，

夯实了多元文化融合带来的资源发展基础，促进了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交往交融合，多元文化和谐共生，

为促进民族团结和多民族社区和谐发展提供了建设方向。可见多元文化融合对于促进多民族团结进步具

有积极作用。 

4. 未来展望 

文化是一个民族极为重要的特征，也是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的核心要素，民族文化的传承是民

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9]。社区的多元文化环境对人有着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民族文化交融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交往交流的本质要求[10]。所以文化交融对于社区治理具有关键作用，经过上文

的研究表明文化融合可以推进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利益，夯实民族资源的传播与发展。多民族聚集区域

更需要进行文化的交融，推进各民族的了解合互助。在多元文化物质资源方面，社区的图书室、锻炼中

心、娱乐场所、节假日偶尔会有社区或者是其他组织策划的活动；丰富社区生活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

力在将社区打造为多元合一的场所。多元的社区文化及多样的社区活动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闲

暇生活，这不仅需要全面落实示范区的建设工作，还需要增加“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可以更直接快

速了解社区居民需求以助于社区建设，最终构建示范区建设的常态化机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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