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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是民族发展过程中相关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联系和作用、影响

的关系。它是双向的、动态的。① 民族团结，是指不同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联系中的和睦、友

好和互助联合的关系。新疆民族关系一直是区内外研究的热点和焦点。本文以新疆和田地区策勒

县为例，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 （民族团结）对新疆经济

社会发展的影响及经济社会发展对民族关系的制约因素，以期为民族关系、民族团结实证研究提

供一些具体的佐证和支持，并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策勒县是新疆和田地区一个民风淳朴、民族关系和谐的小县。该县较早开始了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工作，是和田地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模范试点县。当前策勒县民族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

化、呈现了什么新的特点、取得了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还存在什么制约因素、经济社会发展对

民族关系还存在哪些制约因素，带着诸多疑问，笔者跟随由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曾和

平组织的调研团队，于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６～２６日到策勒县进行实地调研 （笔者于２０１０年６～７月曾

到策勒县进行相关调研），通过访谈、座谈、观察、问卷 （发放问 卷３０５份，回 收 问 卷２９３份；

２８７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汉族９２人，维吾尔族１９２人，回族３人）、资料收集等方式获取了大

量一手资料。此次调研得到了和田地委、行署和策勒县县委、人民政府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

使调研得以顺利进行。

一、策勒县民族人口构成和分布特点

策勒 （维吾尔语，红枣之意）县位于新疆和田地区东部，是古 “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一个重

镇，曾经是佛教文化汇集之地 （县域内现建有达玛沟佛教遗址博物馆）。策勒，有史以来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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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 金 西 部 项 目 “马 克 思 主 义 文 化 观 视 域 中 的 新 疆 绿 洲 少 数 民 族 文 化 转 型” （０９ＸＺＸ０１６）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域，在有史料记载的２　０００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先后有古代民族和近现代许多

少数民族和汉族在此地生息，携手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如今，在各民族人口中，人数最多的是

维吾尔族，汉族人口在策勒县不多，但生活历史十分久远。斯坦因在策勒发现的汉文文书就写着

“出钱壹百文，新庄先陈壮，又请掏山水源，方源沽酒，供百姓用”，表明这里很早就有汉族居

住，而且负责修水渠。清朝统一新疆后，内地移居南疆的汉族人口日趋增多，他们先后在策勒居

住并帮助当地人修渠、找水、种庄稼，有的汉族商人和官员同当地人结婚生子，长期生活下来。

新中国成立前居住在策勒县的汉族人大多来自西北和北部各省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随着改

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内地和北疆的汉族经商者来到策勒寻找商机，汉族人口不

断增加。①

目前，策勒县辖１镇 （策勒镇）、７个乡 （策勒乡、固拉哈玛乡、达玛沟乡、恰哈乡、乌鲁

克萨依乡、奴尔乡、博斯坦乡）、１个 街 道 办 事 处 （色 日 克 街 道 办）、７个 社 区、１２３个 行 政 村，

被干沟和戈壁分割成四块绿洲。至２０１３年末，全县总 人 口１５９　６２２人 （包 括 兵 团 一 牧 场２　２０５
人），有１５个民族，其中维吾尔族人口１５６　５７６人、汉族人口２　９３６人、回族人口５０人、蒙古族

人口６人、其他民族人口５４人；② 策勒县以维吾尔族为主体，汉族零星分布在８个乡 （镇）、１
个街道办事处，主 要 居 住 在 城 镇，大 多 数 乡 村 没 有 汉 族 人 口。尽 管 被 调 查 者 中 有９１．３％的 人

“愿意与汉族 （或维吾尔族共住一个小区或大院）”，有８９．２％的人表示 “愿意与其他民族的居

民互为邻居”，但是这种民汉人口的分布格局事实上阻碍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二、策勒县民族关系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一）民族关系状况

密尔顿·戈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衡量民族关系的指标体系，即七个变量；③ 马戎结合

中国民族及调查区域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衡量民族关系的八个变量指标；④ 李静、刘继杰对影响

新疆族际交往的心理因素进行分析研究，⑤ 李洁对当前新疆南疆地区城市维汉关系进行解析，⑥

马秀平对新疆和田地区的维汉民族关系进行 调 查 研 究。⑦ 笔 者 在 借 鉴 各 位 学 者 研 究 成 果 的 基 础

上，根据策勒县实际情况，选取了语言交流、宗教因素和民族意识几项量化指标。

策勒县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维吾尔族与汉族 （以下简称维汉）的关系，总体来说是以互信、

和谐为主流。在问卷调查时，有４７％的人认为策勒县民族关系是 “互信、和谐”的；但同时各

民族之间依然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因素，诸如心理隔阂、缺乏信任、偏见和相互歧视，等等。我们

所访谈的汉族和维吾尔族普遍反映维汉之间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既有互信和谐、友好交往，

又有矛盾和问题；干部群众普遍反映各民族之间的不和谐因素与过去相比有所增加 （详见图１）。

１．语言交流。语言常被用来衡量和评价民族间的关系。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认为语言使用

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族特征增强或减弱的倾向，⑧ 中国学者也普遍把语言交流作为衡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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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勒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策勒县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７００～７０４页。
数据来源于 《策勒县领导干部手册》，策勒县人民政府统计局，２０１４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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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６２７页。
李静、刘继杰：《影响新疆族际交往的心理因素分析》，《新疆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李洁：《当前新疆南疆地区城市维汉民族关系解析》，《新疆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转引自马秀平：《新疆和田地区的维汉民族关系调查》，《新疆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戴成萍、刘剑波、黄小钰：《广西龙胜民族关系历史与现状初探》，《民族工作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关系的重要指标。

策勒县虽然生活着１５个民族，但反映在语言交流方面主要是维吾尔语和国家通用语言———

汉语普通话。在问卷调查中，８３．４％的被调查者认为 “在与其他民族朋友交往时，感觉语言方面

的差异较大”，在影响维汉民族交往的诸多因素中，语言排在了第一位 （详见图２）。

图１　　您觉得本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怎样

图２　　与其他民族交往时，您感觉哪方面的差异较大

乡镇干部访谈 （女，汉族，乡镇文明办干部）：我是策勒土生土长的，从小和维吾尔族在一

块，这里的工作不好做，主要是语言限制，沟通不了。民族干部县直机关还可以用汉语沟通，乡

镇干部用汉语沟通不了。

乡镇干部访谈 （男，汉族）：民汉隔阂的原因主要还是语言方面，没法沟通容易产生隔阂。

虽然干部群众普遍认识到学好汉语对个人发展很重要，９９．４％的被调查者认同这一点，但同

时也有９９．３％的被调查者认为 “学习当地民族语言很重要”；当问及被调查者 “在日常工作和生

活中，您使用哪种语言更多”时，５５．１％的人是 “维吾尔语”，２５％的人是 “汉语”，１８．８％的人

是 “民汉语兼用”。在座谈和访谈时，我们也了解到维吾尔族干部群众都非常欢迎汉族干部用维

吾尔语跟他们交流。

乡镇干部访谈 （男，汉族）：对一般干部，不管民汉都应该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因为我们都

有方言。对于维吾尔族老乡应该用维吾尔语，因为老百姓听不懂。

民宗干部访谈 （男，维吾尔族）：如果汉族干部到维吾尔族老乡家里用维吾尔语问老乡娃娃

好的吧、老人好的吧，老乡对汉族亲得很，把最好的瓜果拿给你吃。现在有些汉族干部维吾尔语

不会说，老百姓不喜欢，民汉距离越来越远了。我们这儿原来有一个汉族干部，他经常用维吾尔

语跟维吾尔族老乡聊天，特别受维吾尔族老乡的欢迎。

村民访谈 （女，汉族，策勒乡托万托格拉克村村民）：我从甘肃老家来这儿３０多年了，我会

一点维吾尔语，和周边维吾尔族村民经常来往呢，过节时互相邀请到家里拜年。

虽然９４．８％的被调查者认为 “少数民族应该学习汉语，汉族应该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但是

当前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出现了个别维汉干部对于学双语、用双语的态度不积极，个别干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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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有抵制双语的现象，维汉隔阂的原因主要还是语言方面，这对于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和团结非常不利。

２．宗教因素。宗教的社会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起着维系民族凝聚力、推进民族交往

交流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可能异化为阻碍民族间正常交往交流的因素，引起不

同宗教信仰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导致社会动乱。“宗教自身的异化和蜕变以及新兴的宗教因

素对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

裂主义。在特定地区和特定环境下，宗教极端主义往往与民族分裂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相互勾结

利用，形成三位一体的分裂势力。”① 在新疆和田地区，宗教的异化主要表现为宗教极端思想的

渗透。宗教极端思想在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方面非常具有煽动性，对民族团结进步的危

害极大。

民宗干部访谈 （男，维吾尔族）：策勒县现在变化太大了，民族团结没法跟以前比，宗教氛

围比以前浓厚。我小时候和上大学时，宗教氛围淡薄，农牧民家的孩子结婚都有唱歌跳舞，农牧

民有各种活动呢。现在宗教氛围浓厚，宗教极端思想影响大，结婚的地方唱歌跳舞没有了，父母

亲去世、亲戚去世，听不到哭的声音。父母亲去世一年，按传统有一个乃孜尔活动，现在不敢过

乃孜尔。

乡镇干部访谈 （男，汉族）：社会发展快，尤其是互联网，人接触外界多了，容易受宗教极

端思想的影响，外出打工、浏览网页、看视频，人慢慢变了。究其原因就是宗教极端思想的影

响。

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方式呈现多样化。宗教极端势力通过非法讲经、制售反动书刊和音像制

品、境外广播、互联网等方式，散发各种谣言谬论，攻击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散布反汉排汉仇

汉言论，把与党和政府有关的、与汉族有关的内容都称为 “阿拉木”（肮脏之物）；尤其是利用互

联网传播暴恐影音视频，煽动 “圣战”。据 了 解，非 法 教 经 活 动 呈 现 学 经 人 员 的 年 龄 越 来 越 小、

女性越来越多的趋势。部分群众分不清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不愿让孩子上学，而是送其到地下教

经点学经。

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广延化。宗教极端势力将清真和非清真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宣

扬在婚礼上敲锣打鼓、唱歌跳舞是 “阿拉木”；不允许人们参加文化娱乐活动，不允许人们抽烟

喝酒，也不允许人们卖烟卖酒，等等。在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下，维吾尔族群众的婚礼没有了往

日的欢快，参加唱歌、跳舞等文化娱乐活动的人少了，参予非法宗教活动的人就多了。这就是宗

教极端思想渗透的结果。宗教极端思想扰乱了人们的思维、颠覆了人们的价值观，阻碍了各民族

的交往交流，同时也阻碍了民族自身的发展进步、破坏了民族关系及民族团结。

干部访谈 （男，维吾尔族）：和田情况复杂，和田市有宗教土壤，瓦哈比思想比较集中，策

勒县也慢慢感染了和田市的极端宗教思想。

宗教人士访谈 （男，维吾尔族）：瓦哈比在信教群众中传播不好的思想，说宗教人士的坏话。

２０１３年墨玉县的伊玛目被害前做过一些推进民族团结的工作就被害了，我们也很有压力，有恐

惧感。

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往往与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相交织。“三股势力”通过宗教极

端思想渗透的方式、利用暴力恐怖活动作为手段，打着所谓维护 “宗教”、维护 “民族”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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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敦培：《宗教因素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百度首页＞新闻中心＞理论研究＞工作研究，２０１２年９月３日。



干着企图绑架维吾尔族、绑架伊斯兰教、绑架新疆以及破坏新疆各族人民福祉的罪恶勾当。在严

打态势下，策勒县的非法宗 教 活 动 明 显 减 少 （２０１３年 查 处 非 法 宗 教 活 动１５起，２０１４年 查 处４
起），但是宗教极端思想对群众的影响不可能在短期消除。

３．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由三部分组成：其一，民族属性意识，包括民族自我归属意识、民

族认同意识、民族分界意识；其二，民族交往意识，包括民族平等意识、民族自尊或优越意识、

民族自卑意识；其三，民族发展意识，包括民族自我发展意识、民族自主自立意识、民族协同发

展意识。① 我们在 调 查 中 发 现，维 吾 尔、汉、回 等 各 民 族 都 有 较 强 的 民 族 尊 严 和 民 族 自 豪 感，

６３．１％的人认为 “我的民族身份很重要，同时对我也有很多好处”、５３．２％的人 “会优先选择在

自己的民族聚居地生活”、６２．９％的人认为 “即使是出于善意，我也不愿意别人指责我的民族”；

有４６％的人表示本地区近五年来民族意识有增强趋势。

表１　　你觉得本地区民族意识近五年来有什么变化
项目 没有变化 慢慢淡化 有增强趋势 不好说 其他

人数 （人） ３２　 ６８　 １２３　 ４３　 ２
百分比 （％） １２　 ２５　 ４６　 １６　 １

　　民族意识是一把双刃剑，有利的方面就是有助于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有助于民族自

身的发展；但是民族意识增强可能导致一些人只顾本民族的利益而忽视大局，容易产生民族狭隘

思想，不利于各民族间的团结、交往、和睦相处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偏激狭隘的民族意识会

导致民族的保守和愚昧，使民族成员抵制先进的事物和科学文化，恪守本民族落后和愚昧的东

西，尤其面对其他民族的发展，产生非理性的失衡感与被剥夺感，导致民族之间的偏见与歧视”，

这种情况无疑会极大地阻碍族际交往的进行，严重时可能会导致民族间的冲突和社会动乱。②

（二）民族发展进步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策勒县民族自身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

群众的经济生 活、文 化 水 平 都 有 所 提 高。当 问 到 “近 五 年 来，您 家 经 济 生 活 水 平 有 什 么 变 化”

时，３５．８％的人回答 “有些提高”、２６．６％的人回答有 “很大提高”。但是在现实社会中，还存在

一些影响和制约民族自身发展进步的因素 （详见表２）。

表２　　影响少数民族发展进步的主要因素

宗教影响 科技水平 缺乏好的带头人 语言文字 民族间交流不够 民族教育 说不清

百分比 （％） ４４．１０　 ３０．８０　 ２０　 ３９．４０　 ２９．４０　 ４２．３０　 ９．７０

　　１．民族教育。虽然策勒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教育投入不断增长，但是与新疆

其他地区相比，策勒县实际入学率、升学率较低，即使考上大学，毕业后的就业难问题也困扰着

学生和家长。

教育发展社会基础差。目前，策勒县普遍存在老师素质低、学生不愿学、家长不重视教育的

现象；留不住、招不来教师，各科教师都缺，双语教师尤其缺乏，教师综合素质偏低。

学生受教育层次低。２０１２年，策勒县有小学５８所、普通中学１３所、高中和职业高中２所，

在校学生数小学１２　６３５名、普通中学４　８２５名、高中和职业高中２　１２９名。根据 《策勒县２０１３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策勒县小学在校生总数１２　８８３名、普通中学在校生

数５　０７４名，③ ２０１２年小学在校生人数是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的２．６倍，２０１３年小学和普通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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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人数都有相应增长，但是小学在校生人数依然是中学在校生人数的２．５倍，由此可以看出

策勒县学生小学毕业辍学人数较多，最基本的义务教育仍难以保障。

能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学生人数少。２０１２年，策勒县初中毕业生有１　７１４名，升入高中阶段

的有１　１２９名；２０１３年，初中毕业生有１　４９７名，升入高中阶段的有１　４４９名。

从上述状况可以看出策勒县学生受教育层次低，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于文化水平的要

求，对于民族发展进步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

２．民族交往。策勒县少数民族群众囿于策勒这个绿洲小环境，对新疆广大地区来说相对封

闭，这种状况导致县域内的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对整个新疆的发展进步及其他民族的发展进步

状况了解较少，对现代文明、社会进步了解较少，对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地区了解较少。

信息获取渠道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合作情况。在问到 “您获得生产经营

技术和信息的主要途径”时，有８４．３％的人回答 “来源于电视”、５８．６％的人回答 “来源于互联

网”、５４．４％的人回答 “来源于书刊”；对 于 问 题 “您 获 得 现 代 科 技 文 化 知 识 的 主 要 途 径”的 回

答，也有相似之处， “主 要 途 径 是 电 视”的 比 例 占６２．５％、 “主 要 途 径 是 互 联 网”的 比 例 是

６５．３％、“主要途径是书刊”的比例占６６％；对问题 “您最信任哪种渠道的信息”的回答也印证

了前面两题的答案，“信任电视”的是４９．３％，在回答选项中占比最高，而回答 “获得现代科技

文化知识”是 “朋友”的比例仅占９．５％ （详见表３）。

表３　　您获得现代科技文化知识的主要途径

朋友 电视 互联网 学校 书刊 家庭成员 广播 电影 乡村干部 其他

百分比 （％） ９．５　 ６２．５　 ６５．０　 ３９．３　 ６６　 ３．５　 ２６．０　 ６．７　 ２．８　 ０．４

　　从个人意愿来说，大多数人愿意帮助其他民族、愿意和其他民族交朋友及愿意和其他民族一

起共事。在问卷 调 查 中，当 问 到 “您 愿 意 与 其 他 民 族 交 朋 友 吗？”回 答 “很 愿 意”的 比 例 占

７４．７％、回答 “愿意的”占２０．５％；在回答 “您愿意与其他民族成分的人共同工作、共同做事

吗”时，７９．６％的人表示 “很愿意”、１５．６％的人表示比较愿意。从问卷调查可以看出，维汉民

族交往的愿望是强烈的。但是在访谈时，也了解到维汉族际交往中的一些负面信息。

县直部门干部访谈 （男，维吾尔族）：我小时候，邻居都是汉族同志，关系特别好，汉族不

害怕维吾尔族，维吾尔族也不害怕汉族。大家互相帮忙，我的一些汉族朋友到现在还经常联系

呢。现在互相帮忙的事情太少了。只是看到电视上、报纸上、文件上的宣传，生活中民族团结的

事情少了。

乡镇干部访谈 （女，汉族）：和民族同志交流太少了。平时除了单位组织的活动民汉一起参

加，私下活动都是汉族在一块儿，维吾尔族在一块儿。这种现象比较普遍。

３．涉及民族因素的社会问题。一是就业问题。策勒县耕地面积少，农村８０后、９０后群体基

本上没耕地，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 业 问 题 难 以 解 决。二 是 暴 恐 事 件。南 疆 暴 恐 事 件 频 发 多

发，给民族关系和谐的策勒县带来了负面影响。全县人口中维吾尔族占９８．１％，汉族占１．８％。

汉族群体作为生活在这里的一个少数群体，由于受大环境的影响，维汉关系中出现一些不良状

况，造成汉族群体不稳定，近几年南疆暴恐事件频发多发，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策勒县汉族干部

群众的恐慌。在调查中了解到包括汉族农场在内的普通群众对策勒县的稳定形势都有担心。在这

种环境的影响下，维汉干部群众由过去的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变成出现隔阂误解、彼此疏远的不

良现象。汉族群体没有安全感，不愿意在这里工作生活。访谈时，一部分汉族干部直言不讳地说

想早点退休离开南疆，绝不会再让子女回到南疆。三是惠民政策的宣传及落实不到位。很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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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政策到了基层，一方面对这些好的政策宣传不到位，另一方面贯彻落实也不是很到位。对于

党和国家有哪些好的惠民政策，群众知道较少；各村都建有文化活动室，但作用发挥不明显。推

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各项措施还未真正落到实处。策勒县维汉民族的分布状况对于增强各民

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非常不利。民族混居的格局有利于各民族成员间的交往，而民族隔离的格

局则进一步带来民族间的疏离，“成见”和 “偏见”更容易蔓延和延续。①

４．经济社会发展。“在南疆三地州和边远山区、高寒山区这样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如果地区

发展问题不能有实质性的改变，少数民族的发展也绝不可能会有实质性的改变；如果地区发展问

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也必然会影响一个地区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②

据策勒县２０１３年国民经济和 社 会 发 展 统 计 公 报，全 县 当 年 公 共 财 政 预 算 收 入６　８３６万 元，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１３８　８１１万元，③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是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２０．３１倍。全县经

济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是国家级贫困县，农村交通、义务教育、环境卫生、医疗保障等水平低，

年轻人就业困难，一些干部的工作作风也放大了群众的不满情绪；经济社会改革诱发的各种利益

矛盾也往往被冠以民族问题反映出来。县域经济发展也影响到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三）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状况

策勒县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主要做法和成效：（１）策勒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始于２０１１
年６月，专门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创建领导小组，将创建工作纳入年底

绩效考评内容，并将创建活动列为精神文明建设、平安建设和双拥模范创建工作的前提条件，先

后制定下发了 《策勒县关于进一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创建活动实施方案》《民族团结进步宣

传工作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明确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创建模范单位申报、验收程序的通知》等

相关文件１４件，并召开动员宣传大会。 （２）做好各方面保障。将创建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配备办公设备。对于在创建活动中涌现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建立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进学

校、进社区、进单位、进家庭长效机制，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落地生根。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

传教育，营造民族团结进步氛围；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引领民族团结进步，深入开展现代文化引

领系列活动，倡导科学精神、法制意识、现代风尚，促进民族团结；加强队伍建设，发挥干部在

民族团结进步中的表率作用；推进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各项民生工作，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的

物质基础。抓好维稳工作，为民族团结进步保驾护航。

策勒县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在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民族团结进步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１）提高了各族干部群众对民族团结进步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广泛深入地开展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

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把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与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结

合起来、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结合起来，初步形成以团结求进步、以团结促发展的良好局面。通

过进一步探索创建形式、拓宽创建内容、增强创建实效，积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２）增进了全

县民族团结，维护了社会稳定。在南疆地区暴恐事件频发多发的状况下，策勒县没有出现影响社

会稳定的事件，始终保持了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３）各民族大团结进一步

促进了策勒县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民族团结进步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促进了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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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

当前策勒县虽然开展了民族团结创建工作，但还面临一些具体问题：开展的 “以教育工作为

重点，开展各种活动，加大青少年儿童的宣传教育，使其从小就树立民族团结的思想”等类似的

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把一些与民族团结无关或无直接联系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干部、社会

等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都列入 “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之中，没有达到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的预期效

果，反而使各民族成员的本民族意识不断强化、民族之间的边界更加清晰，民族团结的进一步发

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现在，维汉群众以民族划界判断是非曲直的情况增多，青少年族

别意识明显增强，连儿童之间也有族别意识。维汉之间心理上的隔阂明显加深，互不信任、互相

埋怨的情绪以各种形式表现在许多方面。在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中，强调民族特性的多、谈各民族

共性的少。例如，在学校使用的有关民族团结教育的教材中、在出版发行的有关民族团结的报刊

书籍中，大多介绍的都是：某某民族有多么悠久的历史、某某民族有多么优秀的传统文化、某某

民族应该享受什么权利、某某民族的风俗习惯有什么特色、某某民族的人帮助了某某民族的人，

这些重形式、轻效果、针对性不强的宣传教育表面上看没什么问题，但从长远看，它只会不断增

强各民族成员狭隘的民族意识，削弱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①

新疆和田地区具有少数民族人口多、信教群众多、宗教活动场所多、宗教教职人员多的 “四

多”区情，宗教氛围浓厚。境内外 “三股势力”利用当地群众朴素的宗教感情，不断进行宗教极

端思想的渗透，严重危害了和田地区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策勒县是和田地区一个民风淳朴、民

族关系和谐的小县，当前民族关系呈现民族共识增多与民族意识增强相伴的新特点。调查研究策

勒县民族关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及经济社会发展对策勒县民族关系的制约，在新疆非常具有

典型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疆民族关系变化发展的新情况。面对当前和田地区民族关系出

现的一系列新变化，今后要不断完善和改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方式，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汉语文普及工作，加快少数民族自身发展步伐，促进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依法查处破坏民族团

结进步的言行。新疆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工作的重点要转向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

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促进各民族的发展进步，抓好教育是关键，提高和田地区的教育

水平也是从外围解决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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