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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

工作的历史方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作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是指全体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念、认同感情和归属意识的高度凝聚和

共享。它不仅涉及到民族认同感的传承和发展，也关乎到中华民族的团结力量和发展前景。基

于此，本文针对如何以新媒体为载体铸牢南疆基层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重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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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指全体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共

同价值观念、认同感情和归属意识的高度凝聚和共享。它不

仅涉及到民族认同感的传承和发展，也关乎到中华民族的团

结力量和发展前景。以共同体意识为核心，构建起一种全面、

深入的文化认同，是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在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的背景下，南疆地区作为世界上拥有悠

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地区之一，面临着各种挑战和机遇。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如何在新媒体时代推动南疆群众中华民族走向更加团结、强

大的道路，需要对共同体意识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一、新媒体时代铸牢南疆基层群众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大

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迅猛，而南疆地区因深处内陆，发

展速度较为缓慢，地区间的差异开始加大，各地区之间的城

乡差距、贫富差距较为凸显，成为新时代社会矛盾的集中体

现。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

成的对共同体认同、归属感和认同感觉的意识状态。这一概

念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根基。作为

中华民族价值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它不仅融合了中华文明的传统美德和伦理观念，还体现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同时注重了传统与现代

的融合。新媒体时代全面准确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深刻内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力量。面

对当前新媒体不断发展，各种新技术应运而生的形势，主流

媒体已经形成了一次采集、多次编辑、多元传播的新闻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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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模式，形成了报、台、网、刊、微、抖、端全媒体格局，

我们一定要发挥融合传播的优势，以图、文、视频、HR、

AR、手绘等不同形式，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站，以及

主流媒体旗下的微博、微信、客户端、电子阅报栏等平台，

全方位、立体化落地传播。“党的二十大以后，全国各族人

民迈上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的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南疆作为占中国

面积六分之一的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区，作为建设中国式现代

化南疆实践的典范地区，做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

关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闻报道是历史赋

予主流媒体新闻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二、南疆基层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的问

题

（一）地域分隔与区域差异造成的认同不足

中华民族多样性的特点使得地域分隔和区域差异成为

影响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因素。中国地域广大，不同地区间存

在着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得人们更

加关注本地的利益和问题，导致对南疆基层群众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认同感不足。例如，一些地区的居民可能更关注本地

经济发展、就业环境等实际问题，而较少关注全国性的民族

团结和发展。这种认同不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疆

基层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二）新时代价值观念冲击与文化认同淡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一体

包含多元，多元汇成一体，多元凸显各民族的文化特色，一

体体现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但在当前的民族工作中，过

度强调对少数民族的保护、扶持，致使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

识加强，片面放大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削弱各民族共同文

化—中华文化的共性，造成多元与一体的割裂，严重时则导

致多元与一体的对立，影响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认同，难以促进新时代下的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随着时代

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南疆基层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

着诸多新的挑战和变革。其中，新兴的价值观念冲击着传统

的中华民族价值观念，导致部分人对于传统文化和历史的认

同感减弱。城市化、工业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现代

生活方式和多元文化并存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基层群众

更加追求个体的自由、权利和个人价值主张，而忽视了中华

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的淡化，限

制了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三、以新媒体为载体铸牢南疆基层群众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策略

（一）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东部地

区，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迅猛，而西部地区因深

处内陆，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地区间的差异开始加大，各地

区之间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较为凸显，成为新时代社会矛

盾的集中体现。从中华民族各民族发展情况来看，新疆地区，

尤其是自然条件恶劣的南疆地区，受当地自然环境的影响，

在经济发展方面较为困难，长期处于贫困、半贫困状态，因

较大的经济差异，易与其他民族产生心理隔阂，难以对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认同感、归属感，极易受到狭隘民族、

宗教观念的影响，产生错误的想法，只知有本民族，而不知

有中华民族，缺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只有始终坚持“两个共同”，才能够

消除各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打破少数民族中不利于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谣言，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如在南疆地区大力推行合作医疗、安居工程等，提高当地的

社会生活环境水平，为其创造更加和谐、幸福的生活环境。

其次要建立经济互助机制，让南疆地区的人们共享改革开放

所带来的红利“蛋糕”，在红利“蛋糕”的分配上，应秉承

按劳分配的原则，根据各地区的贡献分配，以公平、公正的

原则，消除红利“蛋糕”分配中的差异，刺激南疆地区经济

的发展。以“五个认同”思想为根本指导思想，做好中华民

族的文化建设，在所开展的文化建设中，坚持将“五个认同”

放在核心位置，依据“五个认同”的要求开展文化教育工作，

增进各民族对党和政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

使少数民族人民能够产生深刻的体会与认知，认识到在中华

民族独立与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核心领导作

用，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容分裂与破坏的，增强各

民族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次要在南疆地区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引导南疆地

区的人们养成正确的价值观，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以消除

狭隘民族意识、宗教意识的负面影响。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时，应将其内容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内容相结合，

以增强宣传效果，起到深入人心的作用。

(二)促进媒体融合发展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

中华民族是由我国的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组成的牢靠稳

定的共同体，各民族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共同缔造了灿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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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铸就了伟大辽阔的祖国疆域。新媒

体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承需借助新媒体技术的力

量，达到提高传播效率的目标。要充分利用抖音、B 站等平

台以及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方式，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

现代创意相结合，更加直观、生动地展示和传播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吸引更多的人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感受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魅力。要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等网络平

台强大的用户基础和传播力，借助公众号、朋友圈等方式广

泛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利用微信的群组功能、

转发评论功能等，使一些爱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群体实

现在线交流、分享、互动，吸引更多的人自觉参与到文化传

承和传播过程中。要通过数据化存储、可视化呈现、便捷化

传送等方式，更加立体地建构文化记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在时间和空间的传承，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更直

观、生动的方式展现在大众面前，提高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传播效果。

（三）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

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纪，纵观全球，各国、各地区、

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渐增多，有力地

推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影响与改变着人们的

思想与行为，推动各民族之间的交融与发展。同时，当今世

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民族

问题出现极端化、民粹化的表现，他们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

和民粹主义思想对我国的干扰增加，民族问题，始终是他们

实施渗透破坏的主要突破口。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

民族之间在文化、生活习俗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随着我

国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南疆地区得到开发与建设，各民族

地区间的差异在不断缩小，各民族地区逐步实现共同繁荣发

展。我国民族工作也面临新的阶段性特征。自改革开放以来，

人口流动较大，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方面，应

注重增进各民族的相互尊重与团结，向各族人员宣传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以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

其次应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不断完善我国的民

族政策，带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坚持和完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又有利于

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最后，要做好宣传工作，提高工

作的有效性，增强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

自觉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

四、结论

新媒体时代南疆地区通过基层单位开展的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本文深刻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

历史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内核。在打造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过

程中，我们倍感责任和使命。希望通过不懈努力，铸就更加

团结、和谐、繁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让南疆地区基层群众

都能自豪地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自信。虽然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南疆地区中的实际意义非常重大，但

是在实践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群众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不强。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很多基层群众对民族文化的了解和

认识逐渐减少，导致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不强。因此，需要

通过加强民族文化教育，增强基层群众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和

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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