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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研究所关注的边疆区域,指的是国家领土空间视角下的陆地边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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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加强边疆治理的本质要求和价值导向,要求明晰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边疆治理中的具象化表达,以准确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着力点。
新时代的边疆治理要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的核心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边疆地

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 结合情境论的观点,边疆治理视角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

以表述为守望相助意识、共同富裕意识、生态优先意识和守土固边意识四方面的逻辑构成。 在新时

代边疆治理的进程中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着眼于凝聚守望相助意识、彰显共同富裕

意识、提升生态优先意识和强化守土固边意识,分别发挥好全方位互嵌、双层次合作、综合性转型及

一体化动员四个维度的机制作用,正确处理好宏观与微观、区域与民众、物质与精神三对关系,真正

实现新时代边疆治理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交汇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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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边疆地区

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 [1]32。 伴随着

边疆区域①在国家整体利益格局中的战略地

位和支点作用愈加凸显,加强边疆治理、推进

兴边富民和稳边固边已成为新时代实现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是党的治边方略的关键内容之一。 从

历史角度看,国家疆域和民族格局是中国特色

的两大历史遗产[2] 。 边疆地区的历史发展印

证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轨迹,见证

了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

文明进程。 从现实角度看,边疆地区是中华民

族共同体建构在领土空间建设中的产物[3] ,
现代边疆治理的基本目标在于确保边防稳固、
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边疆治理

的关键目标和价值引领[4] ,而在边疆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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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内思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表达

和铸牢路径,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重点环节。
目前,针对边疆治理视野中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成果比较丰富,涵括了内

涵价值、内容要素、逻辑关联、指导思想、问题

挑战、推进策略等多个方面,涉及到边疆整体

维度、不同区块维度、散点个案维度等分析层

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边疆研究的前沿热

点[5] 。 聚焦于边疆治理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铸牢路径,现有研究成果根据治理视

角和治理主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把边疆治理

视为研究背景,实际上关注的是边疆地区如何

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问题。 从区

域视角出发,相应地提出具有普遍关照性的路

径举措。 如一些研究者认为应当从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位一体”的边疆总

体建设思路出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提供基础保障[6] 。 也有研究者分别从这五个

方面及其延伸要素进行探索,主张解决好边疆

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问题,可以为实现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保证。 另一类研

究成果则着眼于边疆治理的特殊性,聚焦边疆

居民的认同问题,从意识视角出发来思考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方案。 一些研究

认为应当关注边疆的认同再造[7] 和凝聚人

心[8] ,重点要增强以国家认同为内核的“五个

认同”,主张边疆治理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需要关注边疆各族群众的心理意识。 总

体来说,这两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
而前者相对来讲对边疆治理的特殊性内容没

有予以足够的关注,而后者容易在研究过程中

忽视边疆治理的整体性内容,二者的研究对边

疆治理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合性

关切还需要进一步完整准确全面地呈现。 尽

管也有一些研究者主张宏观微观相结合的多

元化路径,可是对在实际运行当中的操作方案

如何具体实施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在边疆

基层地区调研时,笔者也了解到,许多地方在

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把握不

准与区域特性的结合点,往往采取一般化的教

育宣传举措,所得结果却是事倍功半。 在此背

景下,从新时代边疆治理的全局性、特殊性、整
体性出发,探究边疆治理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针对性实践路径,对于丰富和拓展边

疆治理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

内容,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现实的边疆治理,是由国家主导的,目的

在于解决国家面临的边疆问题[9] ,而理解边

疆和边界本质上是理解国家如何运作的问

题[10] 。 从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的角度

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边疆治

理的各流程环节,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领

域。 边疆问题的复杂性特点以及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综合性特征,要求我们准确把

握边疆治理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切入点和发力点。 2021 年 7 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西藏考察时指出,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

治藏方略要“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

大事” [11] 。 这一重要指示既是西藏实现长治

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前进方向,进一步在顶层

设计层面明确了新时代边疆治理的关键内容,
也应成为分析新时代边疆治理进程中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依循。 因而,本研究

秉持当代治理边疆观,以边疆治理中“稳边、
发展、生态、强边”四个关键词为研究导向,解
读新时代边疆治理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丰富内涵,探究在推进边疆治理的进程中

有形、有感、有效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现实路径,从学术层面助力在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上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12] 。
二、四个关键词:新时代边疆治理中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分析视角

当前,对边疆治理研究中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意涵认识大体上有三种维度:第
一种从连续性的过程视角出发,认为铸牢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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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共同体意识包括“知情意行”四个基本环

节[13] ,涉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态度、评价与

认同[14] ;第二种从纵向性的结构视角出发,如
以族群意识、他族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来解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5] ;第三种从切块式的

类型视角出发,如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描述

为对家园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价
值共同体所形成的观点和看法[16] 。 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

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

共同体理念” [17] ,这一论述同时包含了过程视

角、结构视角和类型视角,为我们正确认识边

疆治理视域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

涵提供了根本遵循。 其核心要义,就是在边疆

治理中引导边疆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四个与

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边疆各民族坚定对伟

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凝聚起边疆各族

人民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团结奋斗强大力量。
可是,在“四个与共”和“五个认同”的宏

观表述之下,还需要对边疆治理中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作进一步的细化描述,使
之具有实践性与可操作性。 建构论和情境论

观点认为,工具性、现实性是认同最基本的本

质[18] ,身份认同的范围和强度,以及心理意识

的生成内容,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改变[19] 。
面对异质性的情境,参与多种类型的实践,人
们对同一事项的理解可能会呈现出不同表现

形式。 结合情境论的观点来看,在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由官方话语向通俗化、大众化方

向转化传播的过程中,需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丰富内涵与具体情境的结构性因素联

系起来,从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象

化[20] 。 这为我们解读在边疆治理视域下如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个研究视

角,即关注到新时代边疆治理的关键内容,将
其归纳为不同的情境场域,从中寻找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空间,从而把边疆治理和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边疆各民族共同参

与的治理实践具体衔接和联系起来,明确其具

象化意涵和共同性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将“稳定、发展、生态、强

边”定位为新时代边疆治理的核心目标,准确

把握到新征程上我国加强边疆治理的内外环

境和客观实际,是对新时代边疆治理核心要素

和关键环节的科学论断。 笔者认为,将实现

“稳定、发展、生态、强边”的核心实践理解为

具体的边疆治理情境,透过这些核心内容来分

析新时代边疆治理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具象化意涵,是比较符合边疆治理现实情

景的切入点。 以这四个维度作为研究依据,新
时代边疆治理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逻辑构成也包括四个层面,即守望相助意识、
共同富裕意识、生态优先意识和守土固边意

识。 综合来看,这四个层面是彼此关联的整

体,体现着边疆各民族在“稳定、发展、生态、
强边”核心目标中共同的利益、意志与行动,
印证着新时代边疆治理中各民族休戚与共、荣
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的

具象化表达。
1. 稳定维度:守望相助意识。 党的二十大

报告强调必须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边疆稳定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政治稳定的复合

形态,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国家政治空

间治理具有重要的辐射功能和保障意义。 影

响边疆稳定的因素,既有外部风险的侵扰,也
有内在要素的叠加[21] ,这是得到普遍认可的

观点。 其中,民族因素和宗教因素是边疆社会

政治稳定的关键变量,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的

关系结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认同结构,
也会受到边疆内外环境的共同影响。 在边疆

稳定的治理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应该着眼于民族团结与宗教和谐,实现边疆各

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习近平总书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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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边疆民族地区视察时强调,要“践行守望

相助理念” [22] 。 有研究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是更高面向的守望相助[23] 。 守望相助意

识强调坚守民族团结的生命线,在共同守护祖

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中形成各民族谁也

离不开谁的联系纽带。 各族人民在边疆治理

过程中凝聚守望相助理念,实现全方位的相互

嵌入和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可以为巩固和发

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创

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和心理趋向,有效抵御和化

解边疆社会涉民族、涉宗教因素的内外风险隐

患,避免分离倾向与隔阂心态,为建设祖国安

全稳定屏障打造坚实的社会基础。 同时,守望

相助理念还体现在边疆与内地的相互支持与

彼此协作之中,形成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

结奋斗氛围。 党的二十大把团结奋斗作为中

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和时代要求,
守望相助意识正是凝聚边疆各族人民团结奋

斗力量的精神内核。
2. 发展维度:共同富裕意识。 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是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中国

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无论是区域层面还是

个体层面,边疆均面临着比较突出的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实现高质量的兴边富民是新发

展格局下边疆治理要达到的发展成效。 边疆

发展要走内源式发展和外嵌式发展相结合的

发展道路[24] ,落脚点在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

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

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25]促

进各民族共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新时代

边疆治理的历史使命,要求赋予所有边疆建设

内容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在

边疆发展的治理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需要边疆各民族共同建设经济共同体、
构建利益共同体,实现各族人民共同发展、共
同富裕。 “一般来说,一些团结的形式强调社

会联系和社会融合感,而另一些形式则关注社

会支持、再分配和福利规定的要素。” [26] 共同

富裕意识可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
也是实现边疆稳、边民富的心理基础和利益共

识,是促成边疆各民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的重要动力。 边疆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共同

富裕意识,践行“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思想,
依靠党和国家的政策支持以及边疆地区丰富

的发展资源,以辛勤劳动探索共同致富和改善

民生的正确道路,在共同过上好日子的过程中

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实现共同建设

幸福家园的目标。 共同富裕意识蕴含着边疆

各族人民追求实现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的共

同动力,体现着全国各民族携手创造美好生活

的价值共识[27] ,可以起到凝聚人心、增进认同

的效果,是边疆发展治理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外在表达。
3. 生态维度:生态优先意识。 边疆地区分

布着我国的生态富集区、环境脆弱区、水源涵

养区和资源储备区,面临着加快高质量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应当把绿水青

山建设摆在更高层次的战略位置。 新时代的

边疆治理承载着极其特殊的生态文明建设使

命,要求建设边疆生态安全屏障,打造边疆亮

丽风景线,需要形成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共识

和合力[28] 。 在边疆生态的治理过程中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在构建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中凸显中华文化的生态内核,明确

边疆治理中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构建人与自

然生命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主题与方向。 二

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 [1]52。 生态优先意识既指向

在建设美丽边疆进程中各民族共同维护休戚

与共的生态利益,也关注维系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共同前途命运,这也是各民族具体利益和

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相统一的结合点,是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生态维度的凝练表达。
在生态保护第一的宏观背景下,边疆各族人民

打牢生态优先的思想基础,培育、树立和坚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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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理念,积极追求生产、生
活、生态相协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在
保护生存空间的基础上拓展绿色发展的新空

间,可以发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建设的生

态安全屏障作用和生态发展示范效应。 因此,
生态优先意识融汇于新时代边疆生态治理的

情境,是边疆治理格局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必要一环。
4. 强边维度:守土固边意识。 有研究认

为,现代主权国家边疆最典型的特征是临界

性[29] 。 从地理空间角度来看,狭义边疆指的

就是紧邻国界线的边境地区。 确保边防巩固

和边境安全体现着新时代边疆治理的关键诉

求,即只有实现边境强盛才能有效维护国家统

一的核心利益。 边境地区在外部对国家构成

威胁的论述中“往往显得非常重要” [30] 。 边境

地区既是边民世代居住生活的家园,也是国家

总体安全的战略前沿,家与国凝为一体,强边

和护家在目的、过程和结果上具有同一性,这
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一线边民回信勉励中

强调的“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

设者” [31]的深刻内涵。 二十大报告在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部分提出了推进兴边富民与稳边

固边的目标任务。 在守土固边的治理过程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通过稳边固边坚

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增进边疆各

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和爱国奉献情怀,教育引

导各族群众自觉守土固边、保家卫国,筑牢边

疆安全的人民防线。 守土固边意识包含着国

界意识、国民意识、国土意识、国门意识、国防

意识等内容,是理念与行动的综合体,一方面

饱含着边疆各民族对共同归属于伟大祖国和

中华民族的真挚情感,另一方面直接呈现为各

族人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守边巡边、守土固边

的责任行动。 守土固边意识动员各族边疆群

众主动融入到国家边境治理格局中,协助政府

部门和驻军共同维护边境安全稳定,对于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感知与认同更加清晰,这也是边

疆治理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独特

意蕴。
三、新时代边疆治理中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可行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回答并指导解决

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 [1]23。 有研究认为,
认同是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互动的产物[32] 。
新时代边疆治理进程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铸牢路径也需要关注这种互动过程,并将其

与体现和增进共同性的各民族日常生产生活

相联系。 基于对新时代边疆治理稳定、发展、
生态、强边核心内容的理论判断,边疆治理视

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路径,可以落

脚到凝聚守望相助意识、彰显共同富裕意识、
提升生态优先意识和强化守土固边意识这四

个方面。
1. 以全方位互嵌凝聚守望相助意识。 党

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

前提” [1]19。 边疆稳定以民族和睦、宗教和顺、
社会和谐为基础条件,要求形成边疆各民族相

互支持、彼此帮助、交织交融、团结统一的常态

化状态。 守望相助意味着一种谁也离不开谁

的亲近性和亲密感,这需要为边疆各族人民的

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创造条件,形成

各民族大团结的社会氛围与友好关系局面,从
而打牢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坚实基础。 中央

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
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

入[33] ,这是促进边疆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

流深入交融和打牢守望相助思想基础的有效

途径。 一是在空间互嵌方面,要继续拉近边疆

各族人民的场域距离,鼓励各族人民正常有序

地跨区域流动、插花式生活。 在新型城镇化和

乡村振兴的城乡建设布局规划中,打破由民族

文化等因素造成的空间隔离,引导各民族真正

比邻而居,同时也要促进各民族在网络虚拟空

间交流中的相互尊重和相互学习。 二是在文

化互嵌方面,要持续推动边疆各民族在文化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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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上的充分尊重、互动交流和相互借鉴,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纽带[34] ,推广普及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努力丰富边疆区域共有文化的

内涵,发掘并凸显边疆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

符号和历史文化记忆。 三是在经济互嵌方面,
要加强边疆各民族在各个经济环节的相互依

存,按照加快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要求,鼓
励边疆与内地的经济互动,在产业振兴、行业

发展、职业选择、创业就业等方面实现各民族

群众的平等参与和联合并举。 四是在社会互

嵌方面,要深化边疆不同民族群众之间在社会

生活中的平等相待与互帮互助,按照法律途径

公平公正依法处理社会矛盾纠纷。 五是在心

理互嵌方面,真正破除民族间、文化间的负面

刻板印象,缩短各族人民之间的心理距离,坚
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培育相互包容、相互欣赏、
相互学习的双向互动观念。 边疆地区在促进

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进程中形成的“民族团

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访惠聚”工
作、“五共五固”活动①、结对认亲行动、驻村工

作队等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典型经验,是促进

边疆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有效路径,需要进一

步坚持和完善。
二十大报告明确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 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稳固边疆、增
进认同的重要途径,边疆地区要推动形成人人

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共同体、发展

共同体,扩大边疆各族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凝聚守望相助理念。
此外,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边疆各

族人民可以在党委政府领导下共同参与各项

工作和社会治理活动,在共克时艰、共渡难关

中彼此传递信心与温情,凝聚风雨同舟、手足

相亲的团结奋斗理念,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

一起,广泛增进并凝聚共识,增强对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为社会秩

序稳定创造良好条件。 同时,边疆稳定也需要

各民族群众共同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

透颠覆分裂破坏活动,协同阻击外部势力的干

扰,真正建立起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疆安

全稳定的铜墙铁壁,实现二十大提出的在党的

全面领导下集聚起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磅礴

力量。
2. 以双层次合作彰显共同富裕意识。 二

十大报告指出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鼓励共同

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新时代边疆治理中的共

同富裕可以归纳为两方面要求,即边疆和内地

的共同富裕,以及边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
发展是国家和人民建构认同的基本面[35] ,要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依据资源禀赋和环境条件

构建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并且找准

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增进各民族共同性的

切入点。 笔者认为,推动边疆发展的合作实践

是一个比较有效的着力点,这集中体现为两个

层次:区域层面的对口协作与民众层面的合作

经营。
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提升边疆内

生发展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的有力举措。 在

边疆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共同富裕意识,要继续

深化对口支援、定点帮扶和东西部协作等交流

合作措施,逐步扩大边疆与内地在经济社会发

展各个方面的互补互促,特别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共建国内统一

大市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和科技创新

体系、增进民生福祉、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实

现精准对接。 可以积极探索有序扩充协作交

流的范围和内容,充分总结对口援疆、对口援

藏的成就经验,试点推进省市县三级的“对口

援边”战略。 此外,也要促进边疆地区之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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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共五固”即共学党的理论固信仰信念、共建

基层组织固堡垒、共促民生改善固脱贫成果、共
树文明新风固民族团结、共守神圣国土固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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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中实现高频率的互动协作和高品

质的区域合作,利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

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固边兴边富民行

动等政策优势,真正体现共同富裕的全面性,
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城乡发展差距,共同

建设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
边疆发展和共同富裕最终要落实到边疆

各民族社会成员的生计层面,所以增强共同富

裕意识要促进边疆各族人民在经济发展中的

合作共赢。 当前,一些边疆基层农牧区着力深

化产权经营制度改革,自发建立股份合作社等

合作制经济组织,利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壮大

集体经济,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共

同劳动、共同致富、共同享受改革红利、共同实

现全面发展,提供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可拓展性

经验。 因此,边疆地区应鼓励各族人民群众因

地制宜探寻合作经营道路,形成互利共赢的合

作信条。 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兴边富

民”行动中,以项目制形式重点发展集体经

济,精准判断群众需求来建立各种类型的农牧

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实现专业化生产和规模

化经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在实现城乡融合

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拓宽城镇居民合

作增收渠道,努力建立经济联系,共同创造经

济收益,以这些举措来扎实推进各民族共同团

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
3. 以综合性转型提升生态优先意识。 二

十大报告提出需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高度谋划发展。 生态优先意识蕴含着对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体认,体现着对中华民族

生态共同体的高度认同。 要推动生态优先意

识成为边疆各族人民共同的价值信念,让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新时代边疆治理

及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程中深深

扎根。 由此,实现边疆发展道路和思维观念的

深刻转型,推动边疆各民族共同保护生态环

境,一起建设美丽边疆,共筑边疆生态安全

屏障。

第一,边疆发展道路的转型升级体现为

着眼于建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态高地的宏观

目标。 边疆地区主动探索具有深度恰适性的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实
现发展方式的绿色化转型和发展动力的低碳

化转型。 在现有基础上,边疆地区应持续优化

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优先

选项和必选选项,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和生

态系统保护,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化治

理,加强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确保边疆生态系统的结

构完整与功能发挥。 边疆高质量发展道路的

选择,要以当地的资源环境状况、生态发展潜

力和地方环保知识为依据,有序破除现存体制

机制障碍,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条件,努力

追求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 按照生态产业

化、产业生态化的需求,适当发展新能源产业、
生态旅游业、特色农牧业等,赋予所有经济社

会发展环节以生态优先的意义,健全边疆生态

经济体系,打造地域特色生态名片,将更多的

边疆地区建设为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第二,需要促进边疆各族群众思维观念

的转型升级,让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思想意

识深入人心。 发掘边疆区域文化和中华传统

文化中本身具有的生态知识内核,将其贯穿在

广泛教育宣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

态文明底蕴的过程之中,提升边疆各族人民对

生态环保理念的接纳度和理解度,是相对比较

可操作推行的实践举措。 要采取政策措施扩

大边疆地区广大群众的绿色共识,把生态优先

理念融汇在共同认可的村规民约、社会公约等

制度规范之中,推动共同形成生态低碳、节能

高效的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自觉融入城乡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和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行动

进程中。 同时,也应当让边疆各族人民共享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建设成果,鼓励在不破坏

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共同合理利用生态资源改

善生计条件,健全优化草原生态奖补政策、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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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等边疆地区生态环境保

护的补偿激励机制,提高边疆生态效益的普惠

程度,真正打牢边疆治理中生态优先意识的物

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4. 以一体化动员强化守土固边意识。 二

十大报告共有 91 处提到“安全”一词,强调增

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兴边富民行动”创新表述

为“固边兴边富民行动”,更加突出强边固防、
稳边固边在国家边疆治理战略中的深远意义。
强化边疆各民族的共有守土固边意识,引导各

族人民共同投身爱国护边行动中,需要边疆地

区结合自身需求建立起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

固防的联防联控机制,借助物质激励与示范引

领的一体化动员模式,让边境各族群众强化国

民身份,提升边防意识,充分调动起边境各族

群众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积极性、能动性。
各族群众自发守土固边,把“家”和“国”

以共生共存的形态联系在一起,以“家国共同

体”作为基础逻辑和整合前提[36] 。 要激发各

族群众的领土认同、边界认同与国家认同,首
先需要在物质层面保障其以家守边、兴业安边

的留居稳固性和居边幸福感,普遍形成“放牧

也是巡逻、种地亦是站岗”的生产生活与守土

固边相交融的现实状态。 在调研中,笔者了解

到,固边兴边富民行动通过政策推动、资金支

持、资源配置、设施建设、民生保障等各种措

施,真正改善各族群众家庭的生计条件和个体

的生活水平。 一些地区将固边兴边富民行动

的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与建设边境小康村、壮大

集体经济、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等相结合,取得

良好成效。 国家和地方专项下达的边境补助、
护边补贴也成为各族群众的一项重要收入来

源。 鼓励各族群众扎根边陲、守护国土、建设

家乡,要充分发挥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的政策

动力,加大对边境居民的补助力度,统筹一线

的国防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将其与

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更好结合,解决好稳边固边

急需、反蚕食斗争急用、各族群众急盼的现实

问题[37] ,让各族群众既能获得来自“国”的支

持,也有源自“家”的收入,更能看到守土固边

的发展潜力,实现生活有保障、致富有渠道、守
边有动力、发展有支撑。

在物质激励和资源保障之外,还需要着

力增强各族群众融入守土固边体系的主动性

心理意愿。 这一环节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及先进示范典型的引领带

动功能。 加强边境一线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和

基层党员配置,形成“党建引领+守土固边”的
运行机制,利用边疆党建长廊建设和践行总体

国家安全观的契机,促进党组织在共建中有效

发挥统筹协调、教育宣传、组织动员方面的作

用,健全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制度和先锋模范发

挥机制,适当推广“五户联防”“十户联防”邻

里守望模式等创新经验,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

形成“村村是堡垒、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
的边境防控体系。 另外,边境地区在近些年涌

现出一批在稳边固边、安边兴边、守土护边领

域的先进模范代表,他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之

外,往往承担着界务员、护边员、红色堡垒户、
党员中心户、牧民哨兵等组织化身份。 要建立

健全守土固边的表彰激励机制,深度发掘、广
泛宣传具有普遍示范意义和强效带动作用的

优秀代表和典型事例,弘扬爱国守边精神,凝
聚起团结稳边、携手护边的共同精神力量。

结语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党的二

十大擘画的宏伟蓝图。 加强边疆治理和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重要工作。 边疆治理

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既有研究,更多

侧重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来探

讨,而把边疆治理作为背景与注脚。 本研究则

以边疆治理为切入视角,重点关注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在边疆治理进程中的实践表达

与具象意涵,从新时代边疆治理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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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强边的核心目标出发,坚持休戚与共、荣
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的

思想基础,提出新时代边疆治理进程中的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集中体现为守望相助意识、共
同富裕意识、生态优先意识、守土固边意识等

四方面的逻辑构成,认为边疆地区可以重点从

这四个层面具体切入来因地制宜做好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这也是本研究的主要

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这四个

维度只是依循顶层设计中对边疆治理的“核

心”逻辑所划分的具象化表达,并不代表边疆

治理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部内容,
并且由这四个维度展开的意识理念也有一定

的交叉,这是由新时代边疆治理和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所决定的。 二十大

报告指出,“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
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

规律” [1]20。 笔者认为,在新时代边疆治理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体系化的复

杂过程,既需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方法论立场,还需要正确处理好宏观与

微观、区域与民众、物质与精神三对关系,促进

边疆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形成强大合力,为实现稳

定、发展、生态、强边四大目标而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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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uilding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major
 

innovation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orms
 

a
 

complete
 

theore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ideological
 

logic
 

of
 

concept
 

elaboration,
 

external
 

presentation,
 

fundamental
 

adherence
 

and
 

value
 

content.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expounded
 

the
 

concep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y
 

combining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laying
 

a
 

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ormed
 

with
 

the
 

five
 

characteristics,
 

is
 

displayed
 

to
 

the
 

outside
 

world,
 

forming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revealed
 

the
 

fundamental
 

adherenc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ith
 

nin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establishing
 

the
 

important
 

principles
 

of
 

theoretical
 

system
 

construc-
tion.

 

The
 

Congress
 

created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o
 

express
 

the
 

value
 

cont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
ization,

 

contributing
 

to
 

the
 

world
 

by
 

showing
 

the
 

world
 

significance
 

of
 

theoretical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complet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m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theo-
retical

 

framework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ep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spirit
 

of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omprehensively
 

build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long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theoretical
 

framework;theoretical
 

system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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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s
 

Thought
 

of
 

World
 

History
YU

 

Han
Abstract:The

 

core
 

content
 

and
 

intrinsic
 

value
 

of
 

Marx’s
 

thought
 

of
 

world
 

history
 

lie
 

in
 

the
 

summary
 

of
 

the
 

era
 

characteristics,
 

namely“turning
 

history
 

to
 

world
 

history”.
 

On
 

the
 

one
 

hand,
 

by
 

sublimating
 

Hegel’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the
 

sense
 

of
 

history
 

shown
 

by
 

his
 

way
 

of
 

thinking,
 

Marx
 

redefined
 

the
 

world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the
 

historical
 

retrospection
 

and
 

essential
 

criticism
 

of
 

capitalism,
 

Marx
 

accurately
 

grasp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era
 

as
 

with
 

the
 

idea
 

of
 

“turning
 

history
 

to
 

world
 

history”,
 

and
 

revealed
 

the
 

complete
 

world
 

historical
 

signifi-
cance

 

of
 

communism,
 

so
 

as
 

to
 

raise
 

the
 

world
 

historical
 

thought
 

to
 

the
 

level
 

of
 

law
 

of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Marx’s
 

thought
 

of
 

world
 

history
 

is
 

the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as
 

“the
 

essence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This
 

important
 

thought
 

not
 

only
 

enhances
 

the
 

understandabilit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ut
 

also
 

broadens
 

the
 

theoretical
 

horiz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showing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ist
 

theory.
Key

 

words:
 

Marx;
 

world
 

history
 

though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historic;
 

revolution;
 

historical
 

materi-
alism

Practical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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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ontier
 

Governance
GAO

 

Yong-jiu,
 

FENG
 

Hui
Abstract: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and
 

value
 

orientation
 

for
 

strengthening
 

frontier
 

governance.
 

It
 

is
 

required
 

to
 

clarify
 

the
 

concrete
 

expression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process
 

of
 

frontier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so
 

as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focus
 

of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frontier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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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focus
 

on
 

four
 

major
 

issues,which
 

include
 

stability,
 

development,
 

ecology
 

and
 

strengtheningof
 

the
 

border-
land.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we
 

should
 

promote
 

development
 

in
 

border
 

areas
 

to
 

boost
 

local
 

economies,
 

raise
 

local
 

living
 

standards,
 

and
 

ensure
 

local
 

st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ituation
 

theory,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an
 

be
 

expressed
 

as
 

the
 

logical
 

composition
 

of
 

four
 

aspects:the
 

sense
 

of
 

mutual
 

support
 

and
 

assistance,the
 

sense
 

of
 

common
 

prosperity,the
 

sense
 

of
 

ecological
 

priority
 

and
 

the
 

sense
 

of
 

defending
 

the
 

land
 

and
 

securing
 

the
 

border.
 

To
 

consolidat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course
 

of
 

frontier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we
 

can
 

focus
 

on
 

cohering
 

the
 

sense
 

of
 

mutual
 

support
 

and
 

assistance,highlighting
 

the
 

sense
 

of
 

common
 

prosperity,
 

enhancing
 

the
 

sense
 

of
 

ecological
 

priority
 

and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defending
 

the
 

land
 

and
 

securing
 

the
 

border,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four
 

dimen-
sions

 

of
 

omnidirectional
 

inter-embedding,two-level
 

cooperation,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ed
 

mobili-
zation,properly

 

handle
 

the
 

three
 

relations
 

between
 

macro
 

level
 

and
 

micro
 

level,
 

region
 

and
 

people,
 

material
 

and
 

spirit,and
 

realize
 

the
 

convergence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frontier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and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frontier
 

governance;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Chinese
 

modernization;prospering
 

frontier
 

and
 

enriching
 

people

Limitations
 

and
 

Circumventions:
 

the
 

Use
 

of
 

Intelligent
 

Algorithms
 

in
 

the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WANG

 

Hua-hua,
 

WANG
 

Yong-yi
Abstract:Intelligent

 

algorithms
 

achieve
 

individualized
 

recommendation
 

for
 

information
 

content
 

through
 

labeling
 

processing
 

and
 

user
 

portraits.
 

This
 

technology
 

gradually
 

shows
 

the
 

intervention
 

and
 

shaping
 

of
 

individual
 

cognitive
 

concepts,
 

value
 

beliefs,
 

thinking
 

logic
 

and
 

behavior
 

patterns
 

in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The
 

devel-
opment

 

of
 

intelligent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technology
 

provides
 

technical
 

possibilities
 

for
 

promoting
 

the
 

popular-
ization,

 

application
 

in
 

daily
 

life
 

and
 

precision
 

of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However,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media
 

landscape,
 

public
 

opinion
 

ecology,
 

and
 

communication
 

methods
 

trig-
gered

 

by
 

intelligent
 

algorithms
 

in
 

the
 

process
 

of
 

dis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formation
 

fragmentation
 

and
 

user-specific
 

information
 

needs
 

will
 

also
 

bring
 

some
 

restrictions
 

to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algorithm
 

to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So
 

it
 

is
 

necessary
 

to
 

guide
 

the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algorithms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optimizing
 

regulatory
 

algorithms
 

with
 

technology,
 

checking
 

algorithmic
 

public
 

opinion
 

with
 

media
 

fusion,
 

restraining
 

algorithm
 

power
 

with
 

social
 

rights,
 

and
 

returning
 

to
 

the
 

domination
 

of
 

algo-
rithms

 

with
 

human
 

subjectivity,
 

so
 

as
 

to
 

guide
 

the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algorithms
 

and
 

make
 

it
 

powerful
 

technical
 

support
 

for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telligent
 

algorithm;
 

limitations
 

and
 

circumventions

Logic
 

of
 

Synergistic
 

Promo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Building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HAO
 

Ya-ming,
 

QIN
 

Yu-ying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learly
 

stated
 

the
 

necessity
 

of
 

comprehensive
 

promo-
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Chinese
 

modernization,
 

which
 

marks
 

the
 

central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As
 

a
 

major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s
 

national
 

work
 

in
 

the
 

new
 

era,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has
 

a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overall
 

national
 

strategy
 

of
 

realiz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far
 

as
 

the
 

logical
 

mechanism
 

is
 

concerned,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have
 

the
 

same
 

origin
 

of
 

theoretical
 

foundation,
 

identity
 

of
 

action
 

subject,
 

consistency
 

of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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