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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推进民族团结法制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以广西为例

莫洋洋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政策法规处，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２２）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通过制定地方性民族法规政策、建立健全社会工作机制等方式

推进民族团结法制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然而，广西的民族团结工作在机制化、法治化和规范化等方面

仍存在不足。为了推进广西的民族团结法制建设，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将民族团结工作融入全区工作大

局统筹推进；二是尽快制定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三是将广西民族团结的成功经验融

入规章制度和政策文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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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民族团结是指 “各民族在社会生活

中的和睦、友好和互助、联合的关系”。［１］在本文

中，笔者所讨论的 “民族团结法制建设”是指我

国在不断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的实践中，逐步使民

族团结的思想、政策转化为国家的一项法律或制度

的过程，真正做到 “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

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２］。

当前，国内民族理论政策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

之一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一些学者认为该理

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在新时代的创新发

展［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自２０１０年首次提出
至今，已有多位学者对我国不同自治区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实践路径进行了探讨。如伊丽丽 （２０１６）
对新疆民族关系的分析［４］，罗彩娟 （２０１８）对广
西民族团结经验的总结［５］，马晓梅 （２０２０）对宁
夏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研究［６］。推进民族团

结法制建设，依法依规处理民族事务，是深化我国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前提和法制保障。基于

前期调研成果，笔者通过纵向梳理和横向对比的研

究方式，聚焦于新时期广西推进民族团结法制建设

的实践及存在问题，尝试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

建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

民族团结法制建设的推进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第一代领导人
深受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影响，将 “民族团结”

的理念写入宪法。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通过的 《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

其中第六章民族政策第五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

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７］我国第一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１９５４年制定）在序言中
指出：“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

民族大家庭。在发扬各民族之间的友爱互助、反对

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

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

将继续加强。”［８］

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７６年，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左”
倾思想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许多之前制定的民

族政策没有落实下来，各民族之间友好和谐的关系

受到影响。但即使在 “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

动乱中，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建设仍取得了一

定的发展。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左”倾错误思想得

以纠正，中国的民族工作进入新的历史阶段。１９８２
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中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９］改革开放之初，我

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１９８４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便有其时代特征，以促

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为主要政策导向。此后，我国

的民族团结政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思

想为指导，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逐步完善了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规体系。

二、新时期广西推进民族团结法制建设的实践

广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毗邻滇、黔、湘、粤

４省，与越南交界，是一个沿海沿边、多民族聚居
的自治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广西各族人

民在党的领导下，依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文件相关规定，逐步开

启民族自治地方各项工作：１９５８年３月５日，广
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广西至此进入民族自治区建设

时代；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广西又先后制定了 《关

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民族工

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

见》等系列性文件；此后，广西又陆续出台了１２
个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一系列的单行条例，为新时

期广西各民族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党的十

八大以来，广西主要从三个方面推进民族团结法制

建设。

（一）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对广西民族团结工作的

重要指示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一届

委员会先后召开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

次、第六次全体会议，就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广西工作的重要指示和 “建设壮美广西共圆

复兴梦想”的重要题词精神做出部署。２０１８年 ９
月３０日通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８日通过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

会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扩大开放担当实干

加快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的决定》。此外，

广西还制定出台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

工作的意见〉实施方案》《广西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促进民族团结实施方案》《关于贯彻落实国家 “十

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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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意见》《关于贯彻落实 〈兴边富民行动 “十三

五”规划〉的实施意见》等文件，从自治区层面

明确了广西民族团结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并提出了任务和要求。这些文件的出台，保证了我

国民族团结政策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一致。

（二）制定具有广西特色的地方性民族法规

政策

广西在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制定的民族法律法

规政策的基础上，还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了具

有广西特色的地方性民族法规政策，初步形成了具

有广西特色的民族法规体系：即以民族区域自治法

为核心，与自治县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地方性法

规相配套。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广西现行有效的地方
性民族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共计有 ３７个，
具体包括：自治县自治条例１２个；自治县单行条
例１６个，主要涉及森林管理、道路管理、水库移
民、旅游管理、野生植物保护、香猪产业保护、脐

橙产业保护、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发展、传统村落保

护、包装饮用水水源保护及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条例等方面；自治区地方性法规 ４个，包括
发展中医药壮医药条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

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民族教育促进

条例等；较大市地方性民族法规５个，包括南宁
市民族教育促进条例、南宁市清真食品管理条

例、河池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来宾市忻

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崇左市左江花山岩画

文化景观保护条例等。这些地方性民族法规政策

措施有效地解决了当地民族在政治、经济、生活

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广西各

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

（三）建立健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工作机制

广西在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

上，又进一步建立健全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工

作机制。一是建立城市少数民族服务管理工作协

调领导机制。通过这项机制，协调整合相关部门

资源，帮助解决少数民族群众在经商就业、住房

租赁、子女入学、法律援助等方面的问题；开展

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在 “壮族三月三”等

少数民族重大节日，通过社区精心组织开展民族

民俗活动，积极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

二是积极探索服务管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

新途径。截至 ２０１９年底，全区登记暂住人口约
３００万人，其中少数民族有８０多万人。针对少数
民族流动人口流动性大、生存技能相对较弱、居

住环境差、就业面窄、汉语言表达不畅等情况，

广西南宁市成立了全国首家地市级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服务中心，搭建少数民族居民参与社区管理

与服务的机制和平台。三是出台工作制度，依法

维护少数民族群众的合法权益。２０１６年８月出台
的 《广西严禁针对部分地区少数民族群众歧视性

做法工作制度》，明确了工作机构、职责任务和

工作规则，有效地防止对特定少数民族因民族身

份而出现的选择性执法行为，减少民族歧视事件

的发生。四是率先建立并完善民族关系监测评价

处置机制。２０１１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
务委员会 （以下简称为 “广西民宗委”）率先在

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系统建立了民族关系监测评

价处置机制，即 “一个系统”“两个信息资料库”

“三支队伍”和 “四项制度”。［１０］２０１３年至 ２０１７
年，广西民宗委通过民族关系监测评价处置机制

向自治区党委、政府报送可能影响民族团结和社

会稳定的重要信息达 ５０余条。各级民宗委参与
妥善处置的涉及民族因素可能影响民族团结的矛

盾纠纷案 （事）件 ３０余起，为维护民族团结和
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举措，广西的民族团结

法制更加健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空前发展，成

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的典范。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０日，
习近平总书记与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广西代

表团代表一起讨论时表示，希望广西继续巩固发

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

系，始终保持民族团结和睦、经济兴旺繁荣、社

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１１］２０１７年 ４月 １９日至
２１日，习近平总书记来桂视察时对广西和谐的民
族关系进行了高度评价： “作为全国少数民族人

口最多的自治区，广西各族人民长期以来亲如一

家，民族关系十分融洽。”［１２］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习近
平总书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６０周年题词
“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为广西今后的民

族工作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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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广西民族团结法制建设的问题和不足

虽然广西的民族团结工作已取得诸多成就，但

是民族团结工作仍然面临着一些具有复杂性和长期

性的问题。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

影响广西民族团结工作的新挑战和新问题不断出

现。此外，各族群众对于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要求和期待也在不断提高。民族团结

法制建设必须紧跟时代发展主题，不断改革，做实

做细，才能解决上述问题。总体而言，当前广西民

族团结工作面临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机制化、法治化

和规范化不足。

（一）机制化不足

民族团结工作是一项涉及面极广的系统工

程，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以及

各部门的积极配合、基层单位发挥主体作用。由

于广西的民族关系一向良好，民族团结法制宣传

教育工作往往容易松懈。目前，广西的民族团结

工作与中心工作、业务工作的紧密结合程度尚显

不足，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民族团结工作主

要是做人的工作，而各部门的中心工作、业务工

作往往是做事或物的工作，两种工作对象的差异

容易导致 “两张皮”现象。二是中心工作、业务

工作纳入绩效和干部考核内容的分值比重较高，

容易引起领导重视，但民族团结工作纳入绩效和

干部考核内容的分值比重较低，领导重视程度较

弱。同时，随着全区市县机构改革的推进，负责

县一级民族团结工作的民族事务管理机构多数被

撤并到统战部门，大部分县级民族事务管理机构

处于人少事多的境况。

（二）法治化不足

当前，指导广西各地各部门开展民族团结工作

的规范性文件较为缺乏，主要表现为立法相对滞

后、指标体系不完善。自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０日中国
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 “建

设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决策部署后，仅有 《中

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贯彻 〈中国共产党统一

战线工作条例 （试行）〉实施办法》（２０１６年２月
２７日起实施）和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决

定》（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通过）两个文件对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活动提出具体要求。目前，全国已有多

个省 （区）、市出台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例，在

各级政府的法定职责中加入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活动的相关内容，明确各级各部门的工作责

任，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法治化、

规范化、常态化。如 《青海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条例》 《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

《贵州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民族团结教育条例》《拉萨市民族团结进步条

例》等。

（三）规范化不足

当前，广西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建设工作未能

对国家相关规定进行细化和量化并形成规范措施与

制度，工作制度化、常态化、精细化不足，特别是

缺乏科学的制度规范和严格的量化考评机制。一是

未能明确模范区建设工作考核、通报、问责和奖励

制度，把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建设纳入各级党委、

政府年度工作目标，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

查、一起考核；二是未能多方联动，未能形成党委

领导、政府主抓、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机制，民宗委委员制度作用不明显，全社

会共同参与创建、共同维护民族团结的氛围不浓。

与之相比，云南省不仅出台了 《云南省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而且构建起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区建设评价指标，还制定出台了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区规划，确定实施六大工程、３０个项目，设
置了３３个量化考核指标，涵盖方方面面，确保示
范区建设实体化、工程化、项目化，以及各州市又

结合当地实际，进一步细化实施方案和考核评价指

标，使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各项目标任

务落到实处。

四、促进广西民族团结法制建设的建议

针对上述广西民族团结工作机制化、法治化和

规范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笔者通过研究其他民族

省 （区）在民族团结法制建设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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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民族团结工作融入全区工作大局统筹

推进

民族团结工作与中心工作、业务工作 “两张

皮”的现象，固然与二者在工作对象、工作特

点、绩效分值上的差异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

广西的一些领导干部在对民族团结工作的认识上

仍存在偏差，他们认为广西民族团结工作体现在

各项工作之中，做好了各项工作，也就做好了民

族团结工作，这种认识造成了民族团结工作脱离

中心工作、业务工作，成为失去针对性和目的性

的形式工程。为统筹推进民族团结工作，云南省

提出 “在云南，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

局”［１３］，贵州省提出 “民族文化是贵州宝贝”［１４］。

笔者认为，民族团结是广西的政治优势，必须借

鉴云南、贵州两省民族团结工作的宝贵经验，深

挖广西民族团结工作的经验，提出更具指导性的

工作要求，把民族团结工作与中心工作紧密结

合、有机统一、融会贯通，做到一起规划、一起

部署、一起落实、一起考核，使二者相互协调、

互相促进。民族团结工作只有与中心工作紧密结

合，融入中心工作，才能有效发挥民族团结的政

治优势作用，更好地促进广西持续高质量地

发展。

（二）制定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

条例

目前，许多民族省 （区）市已制定出台了民

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广西应当紧跟其他省

（区）市的步伐，尽快总结具有本区特色的成功

经验并制定符合当地实情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

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用法规、政策、制度的形式

将民族团结工作的良好做法固定下来，为解决民

族团结工作中的问题提供指导性意见。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央对民族团结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思

想、新的方法，做出了新的部署，特别是多次对

广西民族团结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做出重要指

示，因此，制定出台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

步促进条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用法

律来保障民族团结，把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维护

少数民族群众合法权益纳入法治化轨道，总结

好、运用好、发展好民族团结进步的成功经验之

迫切要求。

（三）将广西民族团结成功经验融入规章制

度、政策文件之中

当前广西地方性民族法规中与民族团结相关的

内容较少，仅有的一些地方性民族法规缺乏本地特

色，未能较好地将广西民族团结进步的成功经验融

入其中。有鉴于此，在制定出台地方性民族法规较

为困难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相对密切、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协调等优

势，将广西民族团结进步的成功经验具体化、政策

化，制定相应的专门规范性文件。比如，广西少数

民族群众普通话普及率高，基层干部少数民族比例

也较高，双语现象十分普遍，各民族的语言和谐共

存是广西民族团结进步的成功经验之一。因此，我

们可以在乡村振兴有关文件中鼓励少数民族群众学

习普通话，鼓励驻村扶贫干部学习当地民族语言

等。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４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指出：“在民族地区当干部，少数民族干部要会讲

汉语，汉族干部也要争取会讲少数民族语言，这要

作为一个要求来提。”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２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

族工作的意见》也提出 “提高少数民族干部掌握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

部应学习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要求。［１５］可

见，各民族语言和谐发展的成功经验对于做好基层

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是一项可以推而广之的 “广

西经验”。

五、结语

在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

紧抓好。”中华民族是由汉族和 ５５个少数民族组
成的大家庭，各民族在历史上不断交往交流交融，

构成了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和荣辱与共的心理基

础。在新的历史时期，营造有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社会政治环境，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有效做法。广西地处祖国南疆，不仅居住着

壮、汉、瑶、苗、侗等１２个世居民族，还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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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个少数民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
（区）。做好民族团结法制建设工作，不仅事关广

西自身发展建设，还与祖国统一和边疆稳定息息相

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广西推进民族团结法制

建设的实践是全国各地开展民族工作的缩影，既彰

显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又反映了具

体工作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只有不断在实践中总结

经验、吸取教训，才能服务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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