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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新阶段“文化援疆”促进边疆稳定的实践与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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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党的十六大 以 来，党 和 国 家 高 度 重 视 发 挥 文 化 的 社 会 稳 定 功 能，大 力 开 展 “文 化 援 疆”

工作，以文化的力量有效维护和促进了新疆的 和 谐 稳 定 和 跨 越 式 发 展。新 世 纪 新 阶 段 “文 化 援 疆”的 显

著成效为新时期的边疆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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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

因，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还相对滞后，加之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民族的多样性、宗教的复杂

性以及反分裂、反渗透、反恐怖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使得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面临诸多威胁

和挑战。新世纪新阶段，如何维护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关涉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党的十

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发挥文化的社会稳定功能，在新疆大力开展以 “文化援疆”为代表

的文化建设，以文化的力量有效地维护和促进了新疆的和谐稳定，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新世纪新阶段 “文化援疆”政策的发展历程

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在关于新疆工作的讲话中多次谈到，新疆的发展需要全国的支持和

帮助，并明确提出了 “稳疆兴疆，富民固边”战略。此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了诸如 《关于

进一步促进新疆人事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

系列文件，强调要以经济、科 技、教 育、医 疗、文 化 援 助 为 重 点，全 方 位 开 展 对 口 援 疆 工 作。

２０１０年５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建设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分析了新时期新疆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

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作了战略部署，强调要通过实施 “文化援疆”，在全疆积极 “推

进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阵地建设，继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构建 “覆盖城乡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让新疆 “各族群众享有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生活”①。

新闻出版总署于２００７年１月正式实施以 “农 （牧）家书屋”建设、新闻出版免费赠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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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物市场监管等为重点的新闻出版援疆工程，计划覆盖全疆广大农牧区。２０１０年８月，新闻出

版总署在乌鲁木齐召开全国新闻出版系统援疆工作会议，就对口援疆工作进行了部署。① 广电总

局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以实施广播影视西新工程、“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和农村中央广

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工程为抓手，大力开展对口援疆工作。② 此外，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以

后，北京、上海、广东、深圳、天津、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河北、江苏、浙江、福建、

安徽、山西、山东、江西、湖南、湖北等１９个省 （市）普遍成立了由 党 委 宣 传 部 牵 头，文 化、

广电、新闻出版部门参加的文化对口援疆的组织机构，按照国家文化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结合

本省市实际制定对口援疆工作总体规划，开展 “文化援疆”各项工作。新疆工作座谈会后不久，

文化部印发 《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实施方案》，提出实施 “春雨工程”“文化遗

产保护工程”“新疆文化市场监管能力建设工程”等三大工程，支援新疆文化建设。③ 文化部先

后于２０１０年６月和２０１１年９月召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文化文物系统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

议，专题研究部署对口支援新疆的文化建设。

二、“文化援疆”工作维护和促进新疆社会稳定的实践考察

新疆自古就是中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也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之地。长期以来，新疆深受中华

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化的多重影响，人们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价值观念、信仰及行为

方式等方面有较大差异，客观上存在主文化和亚文化的冲突。新世纪新阶段，国家文化主管部门

和有关省市积极开展 “文化援疆”工作，与新疆党委、政府和文化部门通力协作，有力地维护和

促进了新疆的繁荣发展和社会稳定。

（一）促进新疆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新疆的经济发展，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１９９５年新疆地区生产总

值 （ＧＤＰ）为８１４．８５亿元，２０００年则增长到１　３６４．５６亿元，五年时间地区生产总值大幅增长，

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改善。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地理因素和部分群众自身素质、

思维方式、知识技能等因素影响，新疆的经济发展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仍然较大，且呈现进一步

扩大的态势。以北京和广东为例，１９９５年两地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１　５０７．６９亿元和５　９３３．０５
亿元，２０００年则分别达到４　３１５．００亿元和１３　５０２．４２亿元，增幅和增速均远远超过新疆。④ 要改

变这种状况，客观上要求新疆必须保持一个较快的发展势头，才能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促进

社会长治久安。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家大力开展 “文化援疆”工作，用文化建设助推新疆经济

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促进了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

１．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培养现代新型农牧民。在新疆，部分农牧民的封闭、保守、僵化思

想根深蒂固，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首要的任务就是必须大力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科学发展理

念，培养具有现代意识、观念、能力和效率的新型农牧民。“文化援疆”是培养现代新型农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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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阳、文丛：《满足广大农牧民文化需求，实现新疆出版业跨越式发展———全国新闻出版系统援疆工作

会议侧记》，《新疆新闻出版》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周玮、璩静、白瀛： 《我 国 文 化 援 疆 工 作 取 得 积 极 成 效》，新 华 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２０１０－０８／０３／ｃ＿１２４０４９２４．ｈｔｍ。
黄小驹：《保阵地、保基层、保内容、保运行，文化部 “三大工程”支援新疆文化建设》，《中国文化报》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８日０１版。
国家统计局：《地 区 数 据：分 省 年 度 数 据》，国 家 数 据 网，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ｃｎ

＝Ｅ０１０３。



的有效途径。新闻出版援疆工程启动以来，新闻出版总署通过实施农牧区群众免费赠阅出版物、

加强党报党刊发行网点建设、配置音像电子出版物印刷制作设备等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有效缓

解了农牧民 “看报难、读书难、购书难”的问题，把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惠民政策和现代科技

知识传播到牧场毡房、送到田间地头。① ２０００年以来，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 “村村通”工

程，截至２０１０年底，“新疆 （含兵团）近６４万户农牧民通过直播卫星收看到４０套以上电视节

目。受益于乡村大喇叭覆盖工程，全疆８５６个乡镇、８　６８８个行政村完成１９　０８８套大喇叭设备的

安装”②，较好地解决了农牧民收听、收看 广 播 电 视 节 目 难 的 问 题。 “文 化 援 疆”工 作 的 扎 实 推

进，搭建起新疆同外界沟通的信息平台，使广大农牧民、特别是偏远农牧区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学

习先进文化和科技知识、了解致富信息和市场资讯，为他们树立现代思想观念、掌握致富本领、

迈向致富道路提供了强有力的 “智力支援”。

２．开发利用文化资源，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新疆自古就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生活在此

的许多民族及其文化一直长期共存、融合发展，形成了历史悠久、内容丰富、风格独特的区域文

化，产生了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的历史文 化 遗 存，为 区 域 文 化 产 业 的 发 展 提 供 了 丰 厚 的 文 化 资

源。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在新疆实施 “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总投资达 “１４４亿１　７１４．８６万元”，

其中 “中央投入１４３亿５　５１４．８万 元，地 方 投 入９　２００万 元”③。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工 程”还 采 取

“以工代赈”方式，拓展当地居民的增收途径。２０１１年，新疆 “全区参与文物保护工程的农民工

达１０万人次，增收５　０００万 元”④。２０１０年１月 至２０１２年７月，全 国 新 闻 出 版 系 统 安 排 援 疆、

援藏各类专项资金、直接投资等 “合计超过１７亿元”⑤。２０１０年以来，广州市对口援助喀什地区

疏附县，充分挖掘当地文化资源，计划总投资１００亿元打造融合多民族文化的大型文化乐园———

阿凡提乐园，正式运营后，有望 “解决８　０００人就业”“年接待游客８０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１０亿元”⑥。这些援助项目的实施为新疆民众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收入，也

为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３．培育文化人才队伍，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注重文化人才资源的培养和开发是 “文

化援疆”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２０１０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文化部举办了 “文化部

新疆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培训班”等系列培训，大力加强新疆文化人才的培养，进一步

增强了文化干部的业务能力和民族团结意识。截至２０１３年第三次全国文化文物系统对口支援新

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前夕，“全国帮助新疆培训文博人才８００人次”⑦。广电总局在积极推进

新疆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坚持 “建、管、用”并重，组织了广播电视、电影放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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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政策法规司编：《２０１１年度全国文化系统优秀调研成果选编———实践探索篇》（内部资料），２０１２

年，第２１０页。
徐秀丽：《第三次全国文化文物系统对口支援新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中 国 文 物 报》２０１３年１０

月２３日０１版。
冯文礼：《推动援藏、援疆工作上台阶、见实效》，《中国新闻出版报》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２日０１版。
邓仕林：《阿 凡 提 乐 园 为 新 疆 喀 什 旅 游 添 新 名 片》，天 山 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ｔｓ．ｃ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４－０６／１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９７８６５８２．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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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管理等方面的系列专题培训，为新疆培训了大批高素质的广电工作专业人才。据统计，２０１２
年，新疆的广播电视行业从业人员达到１６　１４４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专 业 技 术 职 称 的 有３　３９１
人。① “文化援疆”为新疆培养了一支日渐壮大、永不撤离的文化人才队伍，为当地的文化繁荣

和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强大的内生动力。

（二）促进新疆新型民族关系的巩固和发展

１．保护传承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是古代 “丝绸之路”的枢纽，也是东西方文明交

流、融汇的重要区域，留下了许多十分珍贵的文物古迹，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伟大中华文明的历

史见证。保护、传承好这些文化遗产对于赓续中华文脉、促进各民族大团结、维护新疆长治久安

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进入新世纪，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大了新疆文物事业发展的政策和资金支

持力度。２００５年，国务院批准了新疆人民政府报送的 《丝绸之路 （新疆段）重点文物抢救保护

计划》，并将之纳入国家文物局 《“十一五”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小河墓地”（２００４年）、“库

车友谊路晋十六国时期砖墓室”（２００７年）、“哈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２００７年）先后入选当年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② ２０１０年，第一次全国文化文物系统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后，新疆

的文物事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截至２０１２年底，全国文物系统累计安排新疆文物保护项

目３００余个，批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１３处；新疆完成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全疆调查登记

不可移动文物达９　５４５处；“丝绸之路”“坎儿井”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北庭故城、

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克孜尔千佛洞等遗产地入选 “丝绸之路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计划”

首批推荐名单。③ 在此期间，新疆的非遗保护工作也取得了长足发展。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全区列入

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项目达到５５个，涵盖了全区１３个主要民族。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柯尔克孜族史诗 《玛纳斯》两个项目先后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④。

２．促进内地与新疆的文化交流。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文化部先后两次组织调研组深入新疆、西

藏、内蒙古等边疆地区对当地文化建设情况开展调研。调研发现，由于缺乏高素质的基层文化骨

干，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呈现内容贫乏、形式单一的状况；加之，边疆地区和内地

的文化交流相对不足、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不够充分，彼此容易产生不信任感，不利于边疆地

区的安定团结。有鉴于此，文化部决定组织开展 “文化志愿者边疆行”活动，促进内地和边疆地

区的双向文化交流。２０１０年，文化部以新疆为试点，在 “文化援疆”的基础上，启动 “春雨工

程———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行”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探索建立内地和边疆地区的文化交流互动新

机制；同年８月，“春雨工程”试点工作在北京正式启动，文化部招募大批文化志愿者奔赴新疆，

以 “大舞台”“大讲堂”“大展台”等方式，深入开展文艺演出、讲座、展览等系列文化志愿服务

活动，⑤ 在向新疆输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内地省市优秀特色文化的同时，

还特别注重挖掘新疆的特色文化资源，并采取措施帮助各民族特色文化 “走出去”，让越来越多

的内地民众了解新疆。２０１０年８月，文化部组织国内知名艺术家、优秀动漫创作者赴新疆采风，

创作出一批独具新疆地域文化风情的文艺精品和动漫精品，随后以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专题演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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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予以推广。①

（三）促进新疆反分裂、反渗透、反恐怖斗争的有效开展

１．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在当今时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全方位回应了公民的文化需求，促进了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保障及实现，因此，

积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现实要求，帮助、支持新疆加快建设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是 “文化援疆”的重要内容。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家以重大文化工程为牵引、以文化

设施为载体、以强化服务为核心，持续推进新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内涵建设，

让广大民众切实共享了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进一步凝聚了人心、维护了稳定。一是国家加大财

政投入。２００９年，国 家 启 动 “南 疆 三 地 州 行 政 村、社 区 文 化 室 新 建 项 目”，共 确 定 新 建 项 目

４　１５１个，总投资８６　８４８万元；国家发改委、文化部将 《新疆文化事业发展项目规划》中的９２４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全部列入国家投资补助规划，截至２０１０年，国家累计投入２３　７００万元支

持新建了８１７个乡镇综合文化站；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国家投入数百万元用于新疆的文化信息资源

共享工程资源建设。② 二是 覆 盖 全 区 城 乡 的 五 级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网 络 更 加 完 善。截 至２０１２年 底，

全区共建成文化馆１１６个，从业人员１　３５３人；建成文化站１　１４３个，其中乡镇综合文化站１　０２４
个；公共图书馆１０５个，从业人员１　０７０人，图书总藏量１　３２２万册；博物馆７２个，从业人员

８５２人；美术馆３６个，从业人员９５人；各类艺术表演团体１３７个，从业人员５　５０２人。③ 在广

电总局的大力支持下，全区还完成了 “６　４８８个 盲 点 村、１５．７万 户 农 牧 民 广 播 电 视 覆 盖 建 设 任

务”，完成了 “ＣＭＭＢ全疆１５个地州、２０个县６２个站点的建设”④。三是文化活动的质量、规

模都有了新的发展。全区各地以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为载体，深入开展以民族团结、拥军爱民等为

主要内容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打造提升了 “百日广场文化活动竞赛”“乡村百日文体活动竞

赛”“群星耀天山”“农牧民文艺汇演”“阿肯弹唱会”等众多颇具地方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文

化活动品牌，群众文化活动的主题思想更加鲜明、形式内容更加丰富、覆盖范围更加广阔。

２．依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开展反分裂、反渗透、反恐怖斗争。党的十六大以来，各

级文化部门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依托，积极开展了反分裂、反渗透、反恐怖斗争，促进了新疆

的社会稳定。一是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基层思想文化阵地。新闻出版部门以农家书屋为载体

和阵地将主旋律出版物送到农牧区各族群众手中，引导广大农牧民牢固树立 “对祖国、对中华民

族、对中华文化、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五个高度认同”意识，旗帜鲜

明地开展反对非法宗教活动和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新疆的农家书屋建设较好地稀释了农牧区的

宗教氛围，增强了各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抵御了 “三股势力”的渗透破坏。二是构建现代传

播体系，引导社会舆论。在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和新疆党委、政府的不懈努力下，新疆基本建成了

以中央电视台和新疆电视台节目为主体内容，卫星与网络、广播与电视、有线与无线等多种技术

手段相融合，全方位、立体式覆盖的广电传输和宣传网络体系，广播电视覆盖率和民族语言节目

服务能力大幅提升，使得以 “三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

少数民族也相互离不开）和 “五观”（即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宗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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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在新疆广大农牧民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２０１２年，国家广电

总局电影局提供了弘扬主旋律的 “８０部故事片、２１部科教片”供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译

制单位选择译制播出，潜移默化地传播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① 新疆卫

视的道德栏目 《真情关注》致力于传播凡人善举、平民英雄和行业模范的感人故事，大力弘扬了

社会主义荣辱观；新疆电视台还租用了吉尔吉斯斯坦ＡＬＴＲ广播电视公司柯尔克孜语电视频道，

在当地直转播出柯尔克孜语斯拉夫文 《今日中国》节目，该节目的维吾尔语斯拉夫文版通过卫星

覆盖到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国。这一举措传递了友谊、加深了感情，进一步密

切了新疆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

３．加强文化市场监管能力建设，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在新疆，文化市场监

管能力建设与 “扫黄打非”工作紧密结合，共同承担着维护新疆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

稳定的政治使命。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由全国 “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牵头，启动实施了 “扫黄

打非”联防协作工程——— “天山工程”，联防协作区域涵盖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五

省区，以打击境内外 “三股势力”和国际敌对势力散布的涉疆非法出版物和反动宣传品为主要任

务。② “天山工程”的实施有力地打击了 “疆独”势力的渗透破坏，维护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和文化安全，促进了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

三、“文化援疆”工作对边疆文化建设的启示

就历史意义而言，边疆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现实意义讲，边疆地区地域广

袤、边境线漫长，是当代中国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国家安全的前线屏障、对外开放

的前沿通道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储备基地。因此，必须从国家战略和民生幸福的高度重视边疆建

设、维护边疆稳定。新世纪新阶段，“文化援疆”工作的丰硕成果和成功经验为新形势下的边疆

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把握方向，创新理念，着力提升边疆文化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一是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导向。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夯实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是 “文

化援疆”工作秉持的政治导向，也是其取得巨大实效的根本保证，应该成为当代中国边疆文化建

设的一条基本原则。二是要不断创新边疆文化建设的模式。“文化援疆”工作在具体实施中逐渐

形成了一个由中央政府主导、充分发挥新疆地方政府和社会的作用、其他对口支援省市政府和文

化志愿者等社会组织支持和参与的边疆文化建设新模式。这种模式是对传统文化管理，即 “国家

通过建立规章制度对文化行为进行规范化”的扬弃，其实质就是 “文化治理”，即国家通过制度

安排，使 “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社会参与共治”，“利用和借助文化的功能用以克服与解决国家发

展中的问题”③。它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

要求高度契合，无疑也应该成为新形势下边疆文化建设的发展路径。

（二）扭住关键，精准发力，推动边疆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

“文化援疆”工作着力在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保障广大农牧民的基本文化权

益、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以拓宽广大农牧民的脱贫致富渠道、建设现代传播体系以引导社会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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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下功夫，有效地助推了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新形势下的边疆

文化建设也可以此为借鉴，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一是要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均等化，更好地改善边疆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国家文化主管部门要统筹建设覆盖广、功

能全、效能高的边疆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着力推动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和 “边疆万

里数字文化长廊”建设，促进资源整合、消除盲点、共建共享，充分发挥公共文化设施体系的综

合利用水平和最大服务效益；边疆各省 （区）要参照 《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立足

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状，制定地方的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

准》，促进辖区内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二是要依托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推

动边疆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２０１５年３月，国务院授权发布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规定了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

云南、西藏等边疆地区在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应以此

为契机、基于国际视野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建设 “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在资金、项目、人才

等方面加大对边疆地区文化产业的支持和指导；边疆各省 （区）也要着力挖掘地域民族特色文化

资源、打造文化产业特色品牌、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主体、构建文化产业发展保障体系、推动对外

文化贸易，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促进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三是要加快构建覆盖广泛、传输快

捷、技术先进的现代传播体系。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传播力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影

响力，谁拥有更强大的传播能力、更先进 的 传 播 手 段，谁 的 文 化 理 念 和 价 值 观 念 就 能 得 到 更 广

泛、更深入的流传。“文化援疆”工作的生动实践也启示我们，要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边

疆地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就必须在这些地区加快构建技术领先、传输迅捷、覆盖广泛的现代传播

体系，同时要始终坚持 “内容为王”，着力提升传播内容的品质。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

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传播、弘扬，让各民族群众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要重点传递边疆地区

的新发展、新变化、新生活，展现边疆地区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和各族群众共享幸福生活的时代图

景，引领各族群众倾听中国共产党的声 音、认 同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民 族 政 策；要 用 国 外 受 众 能 够 理

解、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边疆故事、解释好中国的民族政策，让他们不断增进对中国历

史、中国国情、中国道路的了解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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