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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纵观历史，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演进有着密切关系。古代治边拓边实
践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体基础；近代挽救边疆危机的努力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
从“自在”走向“自觉”；新中国的边疆治理不断巩固发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入
新时代，边疆治理和民族工作依然交织在一起，并存在着深层次的内在关联。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两者的契合点，不断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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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边疆地区远离祖国腹地，自然条件迥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与内地不同的生产生活方

式，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异质性特征。因此，不论是古代的边疆治理活动，还是近代的挽救边疆危机，以及新

中国的边疆治理，都是通过有别于内地的治理方式，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加强边疆地区与

祖国内地的联系，使边疆地区与内地的同质性因素不断增强，进而舒缓中华大地上各族之间因为自然气

候、人文风俗等产生的矛盾的。这些治理活动，推动着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不断一体化，促使“中国各民族成

员能够认识到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进而能够在心理上自

觉认同、主动归属于这一共同体。”①

一、古代治边拓边实践：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体基础

我国古代以处理族际关系作为核心内容，开展了丰富的治边实践。为了拱卫内地安全，历代王朝或四

方征战、广开疆土，或移民实边、屯垦戍兵，或羁縻册封、怀柔感化，或开通边市、互通有无。这些努力开拓

了我国的疆域，推动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形成了兼收各民族之所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整体意义的中

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成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强化奠定了实体基础。

（一）开拓了国家疆域

公元前 221年，秦统一中原地区，标志着华夏族群完成了内部整合，并建立起统一的封建集权制王朝

国家。为了管理辽阔的疆域，秦王朝在“服事观”的影响下，在疆域的边缘地带采取了差别化的治理方式，

在自然地理和社会文化条件较好的地域设郡县直接管辖，而对于拥有较大异质性的区域，则通过“典客”

“典属国”等方式进行治理，我国封建王朝治边拓边实践由此开始。

我国历代大一统王朝基本上都将华北、关中以及长江中下游等最适宜开展农业的地区纳入中央政权

的直接统治之下。以这片区域为中心，国家的疆域随着国力的兴衰而时有盈缩。国力较为强盛的封建王

朝，通过积极的治边拓边活动，以间接治理的方式，将东北、西北、西南等相对边缘的地带，逐步纳入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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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范围。如唐代在岭南与西南地区“大多是通过本地最有影响的酋帅宣谕抚定”①。对于北方游牧民族主

要是以羁縻州府间接管辖，不征课赋税，依然保留着部落酋长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其中一些地区逐渐内化，也有一些地区与中央政权之间仅维系着名义上的隶属关系。

总体而言，从秦汉至 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历代封建王朝的治边活动开拓奠定了我的辽阔疆域。

王朝国家的版图在清代基本定形，“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

是山”②的辽阔疆域，成为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同的家园。

（二）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

汉朝延续了秦朝的治边策略，坚持“守中治边”的原则，集中精力建设中原地区，增强中原地区经济文

化实力，保持中央政权整体相对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绝对优势，从而达到“治安中国，则四夷自服”的治

理效果。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群在与其他族群交往的过程中被称为汉人，汉人也逐渐成为指代生活

在中原地区人群共同体的新称谓。

从秦汉到清中晚期的两千多年间，历代封建王朝的治边活动均以处理族际关系为重点，往往涉及与

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政治往来、经济互通、文化互鉴，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

动。如秦汉时期采取移民实边的政策，数百万内地兵卒、农民、工匠开垦建设西南、西北边疆。唐初对部分

内附的边疆民族采取绥纳内徙的策略，大批突厥降众被安置在内地。元朝广设驿站，“适万里如履庭户”，

人员流动往来更加便利，各民族交错杂居的格局初步形成。清代前期局势稳定、国家统一，“为大批人口迁

居边疆，创造了有利条件”“内地各省约有 1000万的人口迁往东南西北各边疆地区”③。长期的人员往来，

使各民族呈现出参差交错的分布特点，同时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之间实现了持续性的

交流融合，“自秦代以来，既有汉民屯边，又有边民内迁，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④的格局形成。总之，封建王朝的治边实践不仅开拓了各民族共同的家园，还促进了中华大地上各民

族的交流融合，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实体。

（三）形成了兼收并蓄的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史，也是一部文化史。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在王朝国家统治的中心区域

逐渐形成并发展起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汉文化，与以游牧、渔猎文明为基础的边疆民族文化之间存在较

为明显的区别。封建统治者虽主要以文化差异定义夷夏之辨，但对边疆少数民族并不采取强制同化的政

策，而是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策略，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以中原文化感召边疆民

族。

历代封建王朝在治理边疆的过程中，客观上推动了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的互动往来，中原汉文化与

边疆各少数民族文化实现了长期的交流、碰撞，在互相吸收、互相借鉴中，逐渐形成了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的中华传统文化。如汉朝通过联通西域、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将中原的农耕灌溉技术、历法等传至边疆，

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出现了少量的相互吸收现象。唐代对于边疆采取十分开明的文化政策，推动

了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广泛传播。通过数次和亲，内地的经书、医药、制造技术及工艺传入西藏。

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的乐舞、绘画、雕塑及一些生产技艺充分吸收边疆民族的文化元素，推动中华文化走

向辉煌。“共同体需要信奉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规范、意义，以及共同的历史与认同———简言之，一种特殊

的文化。”⑤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

发展的精神纽带。

综上所述，封建王朝的治边活动，开拓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疆域，形成了各民族之间血脉相连、邻里相

望的紧密联系，创造了各民族共同的灿烂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塑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为

①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222。
②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4。
③马大正.中国边疆治理通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168。
④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
⑤严庆.政治认同视角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01）：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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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实体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局限，王朝国家的治边实践也存在诸多弊端，

为近代边疆治理埋下了一些隐患。

二、近代挽救边疆危机：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

历代王朝的治边拓边活动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体基础。在此基础上，面对近代以来的内

忧外患，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奋起抗争。“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在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

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①

1840年鸦片战争后，列强纷纷入侵中国，鲸吞蚕食中国边疆领土，在各地划分势力范围、扶持代理

人，煽动边疆地方势力从事分裂活动。晚清朝廷为了应对严峻的危机，试图改变长期以来间接治理边疆的

方式，在东北、蒙古、新疆等地建立行省，以期加强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收到“治同内地”的效果。

然而这种形式上的改变，不可能扭转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随后在名

义上实现了统一，但国家处于列强环伺之中，中央政府无暇顾及边疆地区，实际上依然采取羁縻而治的方

式。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岁月中，中国因国力衰微而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边疆危机，“面临着

如何在世界性的多国体系中生存下去的严峻挑战”②，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各族人民在抵御外侮、救亡

图存的斗争中开始真正联合起来，各方政治力量的整合，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华民族作为一个

整体日益凝聚起来，中华民族的观念开始为各族人民所接受、认同。

“民族”是一个舶来词，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发源于欧洲，是资产阶级为了在革命中最大限度

整合国内全体民众，推翻封建王权而建构出来的，其中内在地包含着主权在民的建国诉求，并在此基础上

逐渐演变出“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观点。中国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是梁启超，其后

众多的有识之士接受了这一概念。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后不久，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很快调整了排满

政策，正式宣布了“五族共和”的政治原则，即“以推翻满族皇室民族压迫为标志的君主专制政权，建立以

五族为代表的国内各民族平等相处的‘民主共和’国家”③，此举对于催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具有重要意

义。五四运动后，人民对于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更为清晰，对于各民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共同命

运认识得更为深刻，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进一步增强。

1922年 7月，中共二大基于中国正处在“国际帝国主义宰制”环境之中的认识，明确提出了“推翻国

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④的目标任务，对于各民族确立整体中华民族认同发挥了积

极作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的中华民族观分野日益明显。蒋介石及国民党内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明

显，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明确提出“宗族说”，否认单元民族的身份和地位，在现实中走上了民族歧视、

民族同化和民族压迫的道路。但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作为一大多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的体认进

一步加深”⑤，明确提出：“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

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⑥同时，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借民族问题分裂中国的图

谋，主张“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

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⑦形成了通过民族区域自治解决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

的基本思路。

总体而言，近代以来众多知识分子和各方政治力量围绕“中华民族”进行了持续性的研究和探讨，虽

然具体观点多有分歧，但是将中华民族视为一个整体则是各方的共识。在列强环伺的现实压力和各界力

量的宣传引导下，边疆少数民族群众也普遍认识到：“中国是包括固有之二十八省、蒙古、西藏而成之整个

①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
②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M].北京：三联书店，2018：19。
③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94。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3。
⑤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338。
⑥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397。
⑦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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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各民族结合而成的整个大国族。”①国内各族人民深刻体会

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幸免于难，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只

有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才能最终战胜敌人，求得解放。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促使各族

人民团结一致，多次挫败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分裂图谋，在近代百年的风雨中避免国家被瓜分蚕食的

命运，基本保持了传统中国的辽阔疆域，为新中国的边疆治理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三、新中国的边疆治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巩固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各界人士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进行了讨论，

各方力量一致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

家构建的基本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②然而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挑拨，以及国

民党政权的同化和压迫政策，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依然较为紧张，这成为新中国边疆治理所要面临的首

要问题。周恩来曾说：“国民党不承认少数民族，只提‘边疆问题’，并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压迫少数民

族，这样就更加深了民族隔阂。”③为此，新中国将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作为边疆治理的核心，并认

为只有充分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才能实现边疆地区的

长治久安和长足发展。在实践中，以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为切入点，积极支援边疆、建

设边疆、发展边疆，在此过程中不断巩固发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国内各民族“只有合起来组成一个民族大家庭……才能抵

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④解放边疆并对其进行有效治理是新生的人民政权义不容辞的责任。新中国

成立之初，边疆部分地区还未完全解放，中国共产党在清剿国民党残余军队、肃清匪患的同时，积极争取

这些地区的和平解放。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标志着祖国大陆全部实现解放。边疆地区解放后，党领导各

族群众迅速接收旧的政权组织，积极推进边疆地区各级人民政权建设。根据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

对于存在于边疆地区的剥削制度，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失时机推动社会变革，

彻底铲除了封建势力的统治根基，实现了边疆社会的历史性进步。同时，为了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保

障少数民族同胞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事务的权利，新中国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党领导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努力和调整，至今已建立 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以及

1000余个民族乡，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大多分布在我国边疆地区。在边疆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从政治上保证了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古代王朝及民国政府对于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轻视，并且长期压迫剥削少数民族同胞。“汉族

愈发展，就愈把许多少数民族挤到边疆，汉族统治者在政治上压迫他们，在经济上剥削他们。”加之边疆地

区“不少是高寒山区和沙漠地带，给他们的发展造成很大困难。”⑤边疆民族地区长期落后的局面加剧了民

族之间的不平等。从根本上消除这种不平等，需要赋予各民族平等的政治地位，但更重要的是要保障各族

群众平等的经济发展权益。为此，新中国大力支援边疆建设和发展，不断提高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

平。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支援边疆建设，推动边疆发展，国家通过计划安排和政策引导等方式，向边疆输

送大批劳动力、干部和技术人员；根据边疆地区的资源能源优势，安排大型建设项目，在部署西部大开发、

兴边富民行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过程中，给予边疆地区更多的优惠扶持；对边疆地区实行持续

性的财政支持，下拨各类专项经费，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完善对口支援政策，探索边疆地区与内地实现优

势互补、协调联动发展。经过长期努力，边疆与内地之间、各民族聚居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依存度日益加

①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89。
②周 平.中国边疆政治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51。
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民族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49。
④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40。
⑤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民族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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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边疆地区长期落后的局面得到扭转，开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此同时，边疆各族群众的生活水

平也随之不断提升，避免了边疆各族群众因长期落后而产生心理落差，增强了边疆群众对中华民族大家

庭的归属感。

（三）为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巩固发展缔紧文化纽带

文化是在一定的生态地理结构中创造、积累起来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边疆地区逐渐孕育出

各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与中原文化在长期的交流互鉴中各取所长，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对少数民

族文化加以保护，不仅是对少数民族权利的尊重，是涵养中华文化的重要方式，也是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缔紧各族群众相互联系文化纽带的重要举措。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边疆少数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保护，“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不局限于某种文化类型，而是关涉少数民族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①对于各少数民族特有的生活习惯予以尊重，保障民族特需用品的生产和供应。积极保

护、创制、改进和改革少数民族文字，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使用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多种语言

文字出版报纸、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使用多语言、多文种播送电视和广播节目等②。在少数民族

聚居区推进双语教学，努力保护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对于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保护，避免了各族群众

因本民族文化的没落消亡而对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文化产生抵触心理，巩固了各族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始终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

为边疆治理的主线，致力于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举措，加强边疆与内地、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族，

以及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以此弥合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为边疆的建设与发展创造了安定

团结的环境，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使边疆各族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得到有效巩固。

四、新时代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相辉映

边疆治理是区域性治理，旨在解决存在于边疆，但是影响却不限于边疆的特殊性问题，为此需要“运

用国家权力，动员社会其他组织，调动国家和社会的资源。”③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边疆问题的表现形式

也不尽相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边疆治理在较大程度上等同于处理民族问题。但随着边疆地区与祖国

内地的联系日益紧密，人员往来的频度不断增加，民族问题不再仅局限于发生在边疆及少数民族聚居的

地区，因此二者并不完全等同。但是“在中国的场域中完全割裂二者的联系却又是形而上学的。”④新时代

背景下，边疆治理与民族工作依然交织在一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决定，边

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九大将

“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⑤作为新时代边疆治理的主要任务。对于民族工作，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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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新的历史阶段，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系交相辉映。

边疆治理是具有特殊性的地方治理，边疆治理现代化与内地尤其是沿海的地方治理现代化相比，在

目标、重点及进程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治理现代化需要明确党委政府与其他治

理主体的边界与责任，更好地发挥市场、社会组织、企业在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同时针对经济社会发展过

程中出现的新领域，加强制度供给，确保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边疆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

凸出的地区，边疆治理现代化需要重点解决发展、安全及稳定问题，以及在这些关键领域存在的制度体系

①郝时远.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306。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著.新疆的文化保护与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1。
③周 平.我国的边疆治理研究[J]，学术探索，2016（02）：28-34。
④周 平.主持人语：边疆治理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01）：39。
⑤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

京：人民出版社，2017：33。
⑥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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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不足的问题。为此，新时代的边疆治理需要调整治理理念、完善治理体系、拓宽治理主体、提升治理能

力，使之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立足更大的空间、以更长远的眼光谋划边疆发展的

大格局；实施“一带一路” ，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形成面向国内和国际开放合作的新格局，在更大的范

围内实现区域联动发展。加强边疆与祖国腹地的联系互动，共同推动边疆发展；创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

发展生产和保护生态的关系，促进边疆高质量发展，使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同时“紧紧围绕改善民生、

争取人心来推动经济发展”①，着力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力量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使发

展要落实到改善民生，落实到惠及当地，落实到促进团结上，不断增强边疆发展成果的普惠性。此外，在总

体安全观的框架下，既重视边疆传统安全，又注重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些都为在边疆地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造良好环境。

“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的运作都要归结到人的层面……人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直接影响治理

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功能发挥。”②在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够为边疆治理现代化提供价值引领

与支撑，对于边疆治理的行为与效果具有深刻影响。多元主体的参与，既是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也需要合多方之力。“集聚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军民联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整体合力，并以此及时有效应对和化解一切边疆治理问题和矛盾。”③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为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创新发展奠定坚实思想基础，实现多元治理主体之间

的最佳关系状态。党的十八大以来，边疆地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边疆群众的“五

个认同”，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牢固精神纽带，增强各族

群众守卫边疆、建设边疆、发展边疆的责任感和积极性。与此同时在内地和沿海地区，以及在广大汉族群

众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边疆建设与发展，为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提

供了精神动力。

总而言之，从历史上看，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曾经深刻地纠葛在一起，边疆治理的变迁与发展、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巩固之间，呈现出了互相影响、彼此成就的互构关系。在深刻认识两者内在关联

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以解决民族问题、建立平等和谐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为主线，为保卫边

疆、巩固边疆、建设边疆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进入新时代，国际国内环境虽发生深刻

变化，边疆治理和民族工作依然交织在一起。我们必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断推进

边疆治理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之力。

（责任编辑：陈文兴）

①紧紧依靠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团结奋斗 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N].人民日报，2014-05-01。
②虞崇胜.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79。
③吕朝辉.合力治边：助推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略[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4）：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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