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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援疆在民族间有着紧密团结和相互支持，还显著增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更是提升人民群众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本文的贡献

在于系统梳理了产业援疆的历史脉络，阐明了其在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所承载的深远战

略价值。同时也为未来的产业援疆实践提供了顶层引导、产业升级、文化融合、民生优先及持

续优化的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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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of Industrial Aid to Xinjiang to Build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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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ial aid to Xinjiang has close unity and mutual support among ethnic groups, and has
also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cohesion and centripetal force of the big famil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has promoted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and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people.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is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industrial aid to Xinjiang and clarify its far-reaching strategic value in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rovides top-level guidance, industrial
upgrading, cultural integration, people’s livelihood priority and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future practice of industrial aid to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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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开展援疆工作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作出

的重要战略决策，是促进共同富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重要举措。其中产业援疆是援疆工作的重中之重，可以

在推进新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产业发展格局，打造

可持续、高质量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促进新疆民生、社

会、经济全方位、高层次发展，进而持续有效铸牢新疆各族

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

坚强领导下，产业援疆工作在更高质量、更高层次上不断走

深走实，探索出一套有效推进产业援疆的新方法、新模式、

新路径，促进了新疆资源优势不断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新

疆经济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为实现新疆人民共同体

富裕，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了坚实

的基础。

1.产业援疆的历史沿革与实践成效

产业援疆，自上世纪 50年代起，伴随着国家西部大开

发战略的实施，经历了从初期的物资援助到现在的全方位产

业合作的演变，见证了新疆地区从经济欠发达走向繁荣稳定

的历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独特优势的重要展现，

是推动各地区均衡进步、巩固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关键步骤。

1.1产业援疆的实践与发展成效

自实施产业援疆政策以来，新疆的经济发展迈上了新的

台阶，GDP持续增长，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新亮点。产业援

疆的开展也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共享发展

成果，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得到了进一步增

强。这种认同感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更体现在文化、教育、

社会等各个方面。

回顾产业援疆的历史沿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在推

动新疆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团结、提升民众福祉方面所发挥

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实践成效不仅验证了产业援疆作为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有效性，也为未来进一步优化和深化产

业援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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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业援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

辑

2.1铸牢共同体意识：产业援疆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

与实践融合

产业援疆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策略的落地实践，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理念紧密相连。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所强调的空间均衡与共享发展的原则，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中倡导的团结互助、共同繁荣的精神内涵高度一致。实际

上，产业援疆通过产业结构转移、产业链升级，新疆的资源

禀赋优势经过有效转化，已转化为显著的经济优势，从而极

大地提升了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和发展水平。同时，援疆

项目中的民生工程，如教育、卫生、住房等，直接提升了新

疆民众的生活质量，增强了对国家的认同感。这些举措在实

践层面上体现了共享发展的理念，有助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

团结，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石。

2.2价值共鸣与实践共生：产业援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中的意义与价值逻辑

产业援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共鸣主要体现

在对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追求上。产业援疆通过对口支援、

项目合作，打破了发展鸿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即通过国家力量调控资源分配，产业援疆致力于实现全体人

民的共同富裕，其过程中的价值共享强化了各民族对国家的

认同感，从而推动了民族团结的深化。在实践共生中，产业

援疆不仅追求经济效益的增长，更注重社会效益的提升和文

化的深度交融。通过产业转移，不仅带动了经济，也带来了

先进的管理理念、技术知识，以及多元的文化交流，这在无

形中提升了新疆的软实力，这种共生关系丰富了中华民族多

元文化的内涵，使得各民族能够共同分享发展的果实，从而

增强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2.3共融发展与价值共生：产业援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实践逻辑与互动

产业援疆的实践中，东部与西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

的互动合作，形成了经济上的互补、文化上的交融、社会上

的和谐。价值共生则体现在产业援疆中，各民族共享发展成

果，共同参与国家建设，各民族在实践中形成的价值共识，

如尊重差异、相互包容、团结互助，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体现。这种共生关系，通过实践互动不断深化，强化了

各民族对国家的依存感和对共同体身份的认同。

产业援疆以其独特的实践逻辑和互动机制，将区域协调

发展与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密结合，实现经济、社会、

文化多维度的共融发展。这一过程不仅推动了新疆地区的繁

荣稳定，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化，产业援疆在

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区域协调发展中起到了坚实的

支撑作用。

3.产业援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及其深

远作用

3.1产业援疆：维护新疆地区社会稳定的基石

产业援疆在维护新疆地区社会稳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通过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它有效缓解

了社会矛盾，提高了民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援疆政策在

实施过程中关注民生，如教育、医疗、住房等，通过改善基

本公共服务，产业援疆的举措显著提高了各族群众的生活品

质，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同时，通过

产业援疆带来的文化交流，各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得以加深，

产业援疆的努力有助于消除误解，预防社会冲突，对维护社

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2产业援疆：提升新疆地区人民素质和能力的重要途

径

产业援疆不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更是提升新

疆地区人民综合素质和能力的重要途径。援疆项目中的培训

计划为当地民众提供了学习新技术、新知识的机会，提高了

他们的劳动技能，增强了他们的就业竞争力。此外，援疆教

育项目，如援建学校、开展师资培训，提升了新疆地区的教

育水平，为下一代的成长提供了更好的环境。通过教育和职

业培训，新疆人民的综合素质得以提升，他们能够更好地适

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为参与国家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

举措无疑对深化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4.产业援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4.1政府引领，顶层布局——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之基

政府在产业援疆中的引导作用至关重要。以中央政府为

主导，通过制定科学的规划与政策，政府在援疆工作中确保

了其长期性和系统性的实施。顶层布局注重政策导向与资源

整合，旨在构建一个高效、全面的国家级对口支援体系，确

保援疆项目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结合。例如，通过设立专门

的援疆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各方资源，明确目标与任务，政

府能够保障援疆工作的有序进行，减少政策执行中的断裂与

偏差。

政府的决策和布局还体现在援疆项目的选取与布局上，

如优先发展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和特色产业，这旨在促进新

疆地区的均衡发展，缩小区域差距，增强各民族共享发展成

果的直观感受。同时，政府通过制定法规和政策措施，保护

少数民族文化，鼓励文化交流与融合，经济与文化齐头并进，

为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土壤和坚实

的基础。

4.2文化交流铸魂，民族团结聚力——产业援疆的文化

融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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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援疆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扮演着促进文化交

流和融合的重要角色。政府和企业通过各类文化交流活动，

如艺术节、民俗活动、语言学习等，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

流与互鉴。这些活动不仅在物质层面上拉近了各民族的距离，

还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识，提升了

各民族的凝聚力。

教育是文化交流的关键一环，产业援疆中的教育援助项

目，如援建学校、师资培训、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旨在提高

新疆地区教育水平，增强各民族青少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归属感和认同感。通过教育，各民族青少年不仅学习了知识

技能，也深入理解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价值，这奠定了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实的文化根基。

4.3社会聚力，民生为本——共筑产业援疆的民生福祉

之路

产业援疆作为推动新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

其民生导向显得尤为显著。这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援助，更是

一种深入骨髓的民生关怀，旨在从根本上提升新疆各族群众

的生活质量。关注点集中在就业、教育、医疗等关乎民众福

祉的关键领域。通过引进优质产业项目，政府和企业携手合

作，为新疆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不仅使得当地居民有

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更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减少

了外出务工的辛劳。在教育领域的投入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新建的学校、改善的教学设施以及优秀的教师资源，为新疆

的孩子们提供了更好的学习环境，让他们能够享受到更加公

平、优质的教育资源。在医疗领域，产业援疆同样发挥了重

要作用。通过引进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提高当地医疗水

平，让新疆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医疗服务。

产业援疆的成果不仅直接惠及了新疆各族群众，更在无

形中增强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不仅仅

是一种情感上的归属，更是一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

化。通过产业援疆，我们让新疆各族群众深刻感受到了祖国

的温暖和关怀，也让他们更加坚定地相信，只有团结一心，

共同奋斗，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4.4评估优化，经验互鉴——打造产业援疆可持续发展

新引擎

评估与优化是产业援疆持续发展的核心环节，它不仅是

确保援疆工作高效、精准执行的重要保障，也是推动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巩固与深化的关键动力。

在产业援疆的实践中，政府和企业应建立定期评估机制，

对援疆项目的实施效果进行全面、深入的评估。这包括对项

目经济效益的衡量，但更重要的是对民族团结进步、社会融

合程度等软性指标的评估。通过这些评估，我们能够更加清

晰地了解援疆项目在不同方面的成效，及时发现问题，调整

策略，确保援疆工作始终符合实际需求。

评估与优化也需要借鉴国内的成功经验。国内有许多成

功的产业援建案例，它们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我们可以从中汲取营养，不断完善援疆模式，提高援疆工作

的质量和效率。通过经验互鉴，我们可以避免重复犯错，减

少不必要的损失，让援疆工作更加科学、规范、有效。

评估与优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产业援疆的可持续性。可

持续性不仅体现在经济效益上，更体现在社会效益、环境效

益等多方面。通过科学的评估与优化，我们能够确保产业援

疆工作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能够推动社会全面进

步、民族团结和谐、环境可持续发展。这将为未来产业援疆

提供有力的决策支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巩固

与深化。

5.总结

产业援疆作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策略的重要载体，其实

践历程不仅推动了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在深化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在梳理产

业援疆的历史沿革与实践成效的基础上，揭示了其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并通过深入探讨，展现了产

业援疆在增进民族团结、驱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以及

提升民众素质等方面的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李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对口援疆教

师培训模式探究——以首都师范大学京疆学院为例[J].首

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S01:96-103.

[2]汤先萍.共治与共识:践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新疆社科论坛,2021.01:32-36.

[3]赵本燕.习近平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

论述的多维阐释[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5:20-26.

作者简介：

苏鑫，（1980.11-），男，汉族，山东省菏泽市，讲师，

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历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