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教育进展·第 03卷·第 01 期·2025 年 01 月

157

DOI: https://doi.org/10.12345/xdjyjz.v3i1.23103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mechanism of Patriotism and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n Guangxi 
Border Area
Xianhua Luo
Baise	College,	Baise,	Guangxi,	533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ctively	explores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strengthening	patriotism	and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border	areas	of	Guangxi.	The	article	believes	that;	From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we	must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system	of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political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system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to	strengthen	patriotism	and	the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ule	of	 law,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system	of	ethnic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build	a	socialist	legal	system;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olidate	and	develop	 the	socialist	basic	economic	system,	and	effectively	ens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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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边境地区铸牢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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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对广西边境地区如何铸牢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保障机制进行了积极探索，文章认为；从政治层面来
说，要坚持党的领导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稳固政治认同基础；从文化教育层面来说，要建立和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
想制度，铸牢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法治层面来说，要建立健全民族法律法规制度，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从经济层面来说，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切实保障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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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铸牢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新时代党

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推动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的强大精神

动力，更是全国人民迈向中国梦新征程的共同意志。“经国

序民，正其制度”，制度由人的理性所决定，其作为治理国家、

调整行为规范的重要工具，对整个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制度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最大优势，铸牢广西边境地区

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亟需从政治、法治、文化、

经济及社会民生等多方面入手，全方位地建立完备科学的制

度保障机制。

2 政治层面：坚持党的领导和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稳固政治认同基础 

“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稳固政治认同基

础、增强政治归属感乃是铸牢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重中之重，其关键点是引导各族人民对党以及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现阶段，唯有始终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

领导，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能更好推进广西边境

地区铸牢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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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坚持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为主题，深入民族地区与各民族人民沟通互

融，以铸牢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民族工

作之“纲”，同心协力，不断开创民族工作新局面，使我国

民族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我们不仅要坚持党对

民族工作的全局领导，还要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视为铸

牢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与理性选择。只有

不断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制度，引导各民族树立休戚与

共的共同体理念，画好最大“同心圆”，才能建立稳固和谐

的民族关系，为抵御极端分裂思想提供最坚实有力的政治保

障。具言之，我们要健全各项工作机制，强化并落实工作责

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关于民族工

作的重要论述指导实践，及时调查发现新问题，推动提高落

实与解决问题之能力。其次，“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

要积极发挥各级干部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建立健全民族

工作的干部保障制度、民委委员制度以及政府系统民族工作

机构归口党委统战部统一领导等的相关工作机制，切实做到

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标准统一、宽严相济，不断优化我党

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力。

2.2 坚持奉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是优化和解决民族问题的首要路径。“民族

区域自治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和根本，许多民族政策都

是由此而来，这个源头变了，根基就动摇了，在民族政策、

民族关系、民族理论等问题上就会产生多米诺效应”。当

前，境外宗教极端势力对我国的宗教渗透时有发生，对我国

民族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型与政治稳定构成极大威胁。是故，

我们须以制度为保障，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完善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不断完善广西边境地区之民族政策，切实保障当地

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积极回应各族人民合理期许，推进民族

团结进步，为铸牢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

基础。

2.2.1 健全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宣传弘扬机制
思想是行动之先导，理论为实践之指南。铸牢爱国主

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健全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宣传

弘扬机制，使广大人民干部群众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之内涵

深入人心，更好地认识、了解、认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

进一步深刻认识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政治建设、民族平等

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之不可或缺性。通过完善的宣传弘扬

机制，加强广西边境地区的各层级干部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打牢政治认同基础，推进广西边境地区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

2.2.2 健全统一与自治、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有机结

合的制度机制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键是有效促进“两

个结合”，即健全统一与自治、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有机结

合的制度机制。由于我国各民族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传统皆

不尽相同，其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进程亦有所差距，此时，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便可在遵循国家法度和政令的前提下最

大程度地保障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全面维护国家统一

与民族团结。坚持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有机结合，我国广西

边境地区各族人民相互散居，在一个自治区域中往往共同生

活着数个民族。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并非某单个民族之聚居

区，而是各民族之共有。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之自治，

而是要将该处的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有机结合，持续推进广

西边境地区各民族平等有序参与自治，最大程度地发挥民族

凝聚力，以确保自治地方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3 文化教育层面：建立和完善中华民族共同
体思想制度，铸牢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文化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智慧结晶，更是我们

最为恒久深沉的精神力量。铸牢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需要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引导广西

边境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交融学习，探索“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新型民族交往方式，以科

学完善的文化宣传机制推进广西边境地区爱国主义与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固化于制。

3.1 构筑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研究

教育的制度机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

本、精神力量之魂”，应充分调动广西边境地区各部门的积

极性，从多角度着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做出充分

调研、论证，揭示其历史发展与内在逻辑。与此同时，还要

健全爱国主义教育的制度机制，首先从领导干部做起，进一

步提升广西边境地区领导干部对爱国主义教育重要性、紧迫

性的认知，明确任务，分清职责，齐心协力推进爱国主义教

育。构建一支政治素养强、思想觉悟高的人才队伍，确保

教育能落在实处；其次，加强对爱国主义教育的投入保障，

设立专项经费，专款专用，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现代化、科学

化；最后，建立健全爱国主义教育的动力机制，立足于当前

实践现状，从宏观层面辨清时代特征，运用整体性思维确立

爱国主义教育的意识，不断探索并创新爱国主义教育的工作

方法，将“爱国”的种子埋在广西边境各民族心中，不断培

育新时代的接班人。

3.2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传承发展优秀

传统文化的制度机制
推动广西边境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需建立

起完备的制度体系，以民族法规政策作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有力支撑点，不断推进落实具体民族政策，潜移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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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地影响边境地区群众的价值取向、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

在各项制度、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导向，建立起全社会联动的长效机制。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广西边境各地区发展各有不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和不平

衡性，故而我们需充分考虑在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的

层次性和针对性，采用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和教育

方式，从实际问题和热点问题为出发，积极引导人民群众正

确理解和认识社会问题，以人为本，通过“日常化、具体化、

形象化、生活化”的表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广大

人民群众的精神追求，并付诸实践行动中 [1]。

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融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是我们新时代下的又一重要课题。全方位促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从意识形态到生活形

态之转变，找准二者契合点所在，真正做到外化于形，为铸

牢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文化依托。

3.3 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常态化、多样化的制度

机制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对铸牢爱国主义与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常态化、多样化的制度机制，一是要将民族团结教育

融入各阶段的学校教育中，使民族团结的种子埋在每个人心

中；二是要不断完善民族团结的内涵，创新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的方式，探索多样化教育载体，营造爱国奉献、和衷共济、

和谐团结的良好氛围；三是不仅要针对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推

动民族团结教育，也要在非民族地区坚持民族团结教育，早

日实现教育全覆盖、常态化的制度机制。

4 法治层面：建立健全民族法律法规制度，
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所谓法治方式，即法治思维在现实世界中的投射，运

用法治思维，按法律规则和法律程序办事，实现行为方式与

行为取向的合法性与合目的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要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依法妥善处理涉及民族因

素的事件，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做到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在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过程中，我们更应以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为核心，在法律范围内行事，将法治思维贯穿于

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发挥法律的指引作用，使法治思

想深入广西边境地区人民心中，增强人民认同感，将制度优

势转变为治理效能，更进一步铸牢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2]。

4.1 完善现有的立法体制机制
完善立法体制机制，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坚持科学

立法、民主立法，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不断提高法律质量，

以良法寻求善治，这是建立健全民族法律法规制度、构建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新要求。国家社会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

法律作为社会规范也具有一定滞后性，这就要求我们时刻以

问题为导向，以实践为指引，不断探索民族法律法规中亟须

完善的地方，紧紧围绕铸牢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引导并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将“保障各民族

合法权益、维护民族团结的各项要求融入国家整个法治体系

之中，推动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最新成果在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中得到体现”，树立法律信仰，发挥好、实现好法治的规

范作用，为铸牢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良好的

立法基础。

4.2 建立高效的执法体制机制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正可谓“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

而难于法之必行”，即使是再科学完备的立法，如果无法深

入到执法层面，那就仅仅是一纸空文，只能束之高阁。法律

制度权威性的实现依托于其全面有力执行，做到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才能保证法治轨道上民族事务治理的顺利运行。

当前，广西边境地区的不少乡镇政府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民

族事务日益增多及人员相对有限之矛盾，深化执法体制机制

改革，建立高效的执法体制机制势在必行。与此同时，还要

将目光聚焦于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执法时遇到的突出问题，高

效统筹与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权益，将妥善处理民族事务视为

民主法制实施的关键一环。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印发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所述，“依法

妥善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问题，不能把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

民事和刑事问题归结为民族问题，不能把发生在民族地区的

一般矛盾纠纷简单归结为民族问题”[3]。

4.3 推进严密的法治监督机制
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必不

可少。建立严密的法治监督机制，将监督贯穿于立法、执法、

司法始终，形成全流程、多方位、无死角的监督体系，保障

国家各项规范制度高效切实落地。在立法监督方面，健全多

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立法监督机制，以备案审查制度为抓手，

确保立法之科学性与合法性；在执法监督方面，不断提高执

法人员法律素养，自上而下地规范执法过程，并以《民族区

域自治法》为核心进行执法检查，推进执法检查常态化落实，

通过媒体、舆论与公民个人监督等渠道把控执法尺度，增进

执法温度；在司法监督方面，坚持推行司法责任制，运用大

数据开拓新的监督路径，探索依托大数据而形成的实时监督

机制、业绩考核机制、偏离度预警机制等，让司法权力在阳

光下得以运行，取信于民。

4.4 设立完善的民主法制保障机制
形成完备的法治保障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的要素之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完

善的民主法制保障机制是实现民主法制的基础，其关乎于民

主法制的各个环节能否顺利运行，从而实现由“良法”向“善

治”的转化与过渡，保障广西边境地区人民群众对国家对法

律的认同感，进一步激发该地区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怀与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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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经济层面：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切实保障经济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若无坚实的物质基础，铸牢

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无从谈起。“如果民族地

区发展差距持续拉大趋势长期得不到根本扭转，就会造成发

展失衡乃至民族关系、地区关系失衡。”广西边境地区受地

理位置及自然条件影响，经济发展缓慢，各地之间发展不平

衡，极易导致当地群众心理失衡。诸如此类问题相互掣肘，

将严重影响广西边境地区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培育 [4]。

5.1 健全保障民族地区经济稳步发展的制度机制
发展是解决广西边境地区各类困难和问题的关键，民族

问题说到底仍是发展问题。故而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健全保

障民族地区经济稳步发展的制度机制，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是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各民族平等的坚实保障。铸牢爱国主义

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将经济发展建设放在首位，从

实际出发，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以国家发展规划为

战略导向，进一步发挥政府的主导与主体作用，根据广西边

境地区民族发展的特点和区域优势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机

制；积极探索发展与当地民族相关的特色产业，逐步形成产

业链规模，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同时拉动地区经济发展 [5]。

5.2 健全预防民族地区返贫返穷的制度机制
现阶段，脱贫攻坚工作已取得亮眼成绩，但由于各类

现实因素影响，一些已实现脱贫的地区仍存在返贫返穷风

险，这就要求广西边境地区将防止返贫返穷摆在更重要的位

置，健全防止返贫返穷的制度机制。坚持事前预防与事后帮

扶相结合，重点关注广西边境地区存在返贫返穷风险的人，

针对性地实现精准帮扶；坚持开发式帮扶与保障性措施相结

合，对有劳动能力的人采取扶持措施，加强专业技能培训，

通过小额信贷、龙头企业、地区合作社等方式带动当地经济

发展，对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另外，加

大对广西边境地区人才的培养力度，吸引各地大学生深入基

层工作，逐步解决边境地区群众心理失衡问题，让经济发展

的成果惠及于民，为铸牢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

入强劲动力。  

5.3 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健全促进乡村振兴的

制度机制
广西边境地区目前面临着乡村产业发展滞后、社会治

理水平落后等一系列问题，坚持聚焦于农业农村发展的乡村

振兴战略乃是大势所趋。繁荣乡村文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不

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我们应着眼于广西边境地区民族特色，

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激发数字“一带一路”的巨大

潜能，推动国际国内友好合作，形成良性互动机制进而赋能

于乡村振兴。要继续坚持城乡统筹，畅通城乡间的要素流动，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当地群众收入渠道，不断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增强广西边境地区脱贫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借

“一带一路”之东风实现富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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