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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治理模式与治理成效，是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的指导方向。本文选取云南省昆明市小坝社区为例，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

分析该社区在空间、制度、经济、文化、认知、精神五个方面的互嵌情况，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探析

小坝社区在建设民族互嵌式社区中的不足以及提出对策建议，以此来为其他地区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

模式建设提供有利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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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vernance model and effectiveness of ethnic interlocking communities are the social f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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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ion that reflects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
munity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guiding direction of the ethnic interlock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 This article takes Xiaoba Community in Kunming City, Yun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nd adopts a case study method to analyze the interlocking situation of the community 
in five aspects: space, system, economy, culture, cognition, and spirit. Through field research and 
interviews, the shortcomings of Xiaoba Community in building an ethnic interlocking community 
are analyzed, an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his provides favorable ref-
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interlock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s in other re-
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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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21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要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

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1]。这是对新时代开展民族工作的新思考，如何推动城市社区内各民

族居民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相互嵌入、彼此融入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难题。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大量人

口流动进入城市促使城市居民的民族种类更加多元化、民族身份更加复杂化，并且不同民族的居民在生

活习惯、文化风俗等方面有所不同，特别是在我国民族地区的城市多民族社区，由于各城市的经济基础

差距较大、民族环境更加多元化等因素使这些地区的社区治理十分困难。而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

础工程，作为我国民族工作开展、建立和谐友好的民族关系的关键着力点[2]，建设良好的民族互嵌式社

区是十分有必要的。 
本文以云南省昆明市小坝社区为例，通过实地调研以及深入访谈了解分析昆明市小坝社区的互嵌治

理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成效、现存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形成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为其他地

区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提供参考[3]。这不仅是加强我国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的现实需要，更是在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背景下对多民族社区治理的复杂性、综合性、公共性的现实回应[4]。 

2. 逻辑构建：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嵌入治理框架 

2.1. 民族互嵌式社区 

社区是集空间概念和精神属性为一体的活动区域，民族社区是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内只有一个少数民

族居民组成，或是由某个少数民族居民人数占比较多，同时还有其他民族居民杂居共同构成的，各个主

体之间对彼此的民族文化习俗具有认同感而进行友好交流而关联在一起[5]。民族互嵌式社区以民族社区

的概念为基础，是我国为增进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居民互相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社区类型，

具体指生活在同一个社区的各民族居民在居住空间、经济、文化、心理情感等各方面多元化、多角度的

相互嵌入，通过各民族居民相互交流、彼此认同等方式，在社区中建立联系、互相影响，形成真正的精

神共同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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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在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中提出创建各民族相互

嵌入的社区环境[7]，同时，学界对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嵌入式治理模式建设也逐渐开始关注。杨鹍飞[8]
认为民族互嵌不仅指各民族在居住空间上的互嵌，还包含各民族居民间自主平等的互相交流而形成的

对彼此不同的文化习惯的认同等精神关系层面的互嵌。吴月刚，李辉[9]从物质层面提出“民族互嵌”

是指各民族居民相互嵌入的居住空间、相互影响的生活方式等；情感方面上重点关注心理层面的认同

互嵌。 
在关于民族互嵌式社区嵌入治理模式的实践性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也展开了较为热烈而严谨的探讨，

也取得了较为丰富多元的研究成果。杨军等[10]提出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的设计和建设需要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探索治理的实践经验。刘莹等[11]从居住空间、交往方式和心理认同三个

方面探索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促进各族居民由“嵌入”到“融入”。蒋慧等[12]选取南宁市中华中

路社区的治理实践为案例，探索建设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的高效运行机制。这些研究成果也为本文

的研究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指导和必要的实践支撑。 

2.2. 社会认同理论 

民族互嵌作为一种社会有机团结，强调社会结构要素之间的有机关联，旨在基于民族团结的心理基

础建构民族群体间相互依赖、共生共荣的社会关系。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的建设，不是简单的

民族散居或混居，而是通过各民族居民之间的交往与交流，促进各族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社会发展成

果的社会环境。这就需要以一种共同的价值理念作为指引，推动建立各民族居民在居住空间、经济、文

化、认知、精神等层面的全方位、多角度嵌入，夯实促进各民族和谐统一及奠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

基础，实现各民族互通融合[13]。 
认同是人们心理层面的情感和认知，是个人或群体对组织的理想信念和作为的高度认可，通常以社

会群体的感觉、情绪、意志、愿望及习俗等形式表现出来。社会认同理论最早是 Taifel 等人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随着众多学者对这问题的研究深入，目前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认同，另一方

面是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

群体偏见，主要强调族群成员之间的相似性以及族群成员相信他们之间所具有的某些共同性和相似的特

征[14]。著名心理学家罗宾·威廉姆斯提出：“对于所有社区的所有群体而言，无论是多数种族还是少数

种族，族际交往越频繁，种族偏见就越少”，可见，良好的社会结构，对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推

动作用，能够有效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与民族团结的不断巩固[15]。 
在社会认同理论的支撑下，需要促进社区内不同民族居民之间的相互交流、友好往来形成真正意义

上的共同体[16]，民族互嵌式社区的互嵌治理主要是指多民族居民与各主体协同参与社区经济、文化等方

面的事务活动而形成的一种具有互动性、融入性和弹性的治理模式[17]。民族互嵌式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组

织，如何设计合理的互嵌方式、充分考虑互嵌因素的多元性以及结合实际情况将社会认同理论有创新性

的进行应用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2.3. 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嵌入治理框架 

随着人口流动与交往频繁，社区成为诸多社会矛盾发生的集聚点，不同民族居民居住在同一社区的

现象成为常态。虽然民族事务治理意识在逐步增强，但目前民族事务治理能力与水平的提升有限，尤其

是基层部分社区的治理体系不够健全、自治空间有限、精细化与专业化水平较低。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

在本质上是实现各族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所解决的核心问题仍属于民族关系范畴，内在层面是指

心理认同与文化精神的互嵌，外延层面是居住空间与社会关系的互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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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关于“民族互嵌”的讨论总是围绕居住空间互嵌和心理互嵌展开。本文综合小坝社区互

嵌治理的实际情况以及学者杨淋[3]提出的民族地区嵌入性治理框架，构建出以空间互嵌、制度互嵌、经

济互嵌、文化互嵌、认知互嵌以及精神互嵌为核心内容的民族互嵌治理框架(见图 1)。 
 

 
Figure 1. Embedded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Xiaoba community 
图 1. 小坝社区嵌入性治理框架 

3. 昆明市小坝社区互嵌式治理实践 

小坝社区隶属于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街道，是由 4 个城中村改造而成的新型城市社区，于 2005
年 5 月建成，辖区面积 0.46 平方公里。小坝社区内有包括汉族、彝族、傣族、哈尼族、白族、回族等 33
个民族的居民在此居住生活，共计居民数 3 万余人，其中少数民族居民约有 2600 多人，占社区总人口的

8.2%。小坝社区的少数民族居民众多，老龄人口和流动人口同样也多，为了促进各民族居民交往交流交

融，为广大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社区服务措施，近些年来小坝社区积极开展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的

建设，治理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先后获评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全国最美工会户外劳

动者服务站点、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云南省科普示范社区等荣誉。 
小坝社区创建了一个集民族文化传承、政策法规宣传、社区公益服务、劳动技能培训、社区医疗服

务、居民交流沟通等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根据社区的实际情况创新开展了“1247 + N”工作模式(如
图 2 所示)，即通过建设 1 个战斗堡垒，2 个平台，4 个中心，7 个社区之家，组建“N”支志愿者服务队

的模式促进社区内各民族居民的友好交流交融，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推动多民族聚居社区

在空间、制度、经济、文化、认知、精神等方面的嵌入治理建设，从而形成各族居民共建、共治、共享

的互嵌社区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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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247 + N” working mode in Xiaoba community 
图 2. 小坝社区“1247 + N”工作模式 

3.1. 空间互嵌：实现线上线下双空间互嵌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小坝社区的民族互嵌建设工作采取线上小程序与线下搭建公共服务中

心相结合的双空间互嵌方式促进各民族居民的友好沟通往来与互相融入。 
线上，为进一步宣传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小坝社区正式推出云南首家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线上展馆”。线上展馆分为四个板块，阐述了小坝社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党

建引领多元共治的治理路径。线上展馆以“家文化”为切入点，培育“幸福小坝家文化”独特品牌，大

大拓宽了邻里互动交流场域，基层民族团结进步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线下，以“融荣与共实践中心”为载体搭建公共服务中心，提供便民服务窗口。小坝社区将原售楼

部所在地重新规划，变成了一个新型的党群服务阵地，专门建设了为社区群众服务的一个窗口。“融荣

与共实践中心”包括四个空间，第一个空间是爱心惠民超市，专门设置有“地州特产区”用以将地州上

面的民族特产进行售卖，利用城市更强大的购买力助力乡村振兴；第二个空间是小坝社区的一家亲工作

站，在这里为居民群众提供免费的接水、热饭、上网等便民服务；第三个空间是亲子服务空间，主要为

0~3 岁的儿童提供低于市场价的早教服务，同时在妇联和第三方社会组织的帮助下，社区内没有工作的

宝妈们通过培训、考取相关幼教证书获得上岗资格，重新获得就业机会，不同民族的小朋友更是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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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接受者、传播者、民族融合的连接者；第四个空间是多功能室，白天的时候是作为社区特殊

儿童的教育空间来提供服务，晚上的时候会变成协商议事的空间，平时的社区邻里纠纷，都可以在此进

行调节和调处。 
“融荣与共实践中心”有效对接了多元服务与主体需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线上展馆”

一起将社区内各民族、各家庭在空间上更紧密地凝聚在一起。 

3.2. 制度互嵌：党建引领夯实民族互嵌基础 

小坝社区以社区党委为主导，构建“党组织 + 庭院 + 非公 + 青年人才”的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

建引领的作用，不断夯实基层基础，筑牢战斗堡垒，形成高位推动、上下联动、一体推进的工作格局，

引导各支部党员、各民族群众等各类人才参与社区治理，鼓励多元党员在社区党建、社区日常治理工作

和社区民族传统文化建设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政治引领作用。小坝社区还成立专门抓党建促民族团结

进步工作的领导小组，组建工作专班统筹负责抓党建促民族团结相关工作，制定出台有关明确民族团结

进步工作的具体措施和任务等制度文件。 
同时，联合驻区 20 余家党委党组织，全面落实党员“双报到双服务双报告”活动制度，将少数民族

管理服务、民族团结工作纳入社区网格化治理和服务，建设庭院“向心亭”“聚民亭”，组织各类丰富

多彩的活动，让社区各民族群众参与到民族团结阵地建设、政策宣传、社区治理等活动中，构建党建引

领、多元共建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格局。 

3.3. 经济互嵌：联盟力量促经济发展 

在经济互嵌方面，小坝社区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共同投入和支持下有了一个硬件设

施完整、能为各族居民提供社区服务的办公场所。首先，小坝社区与大理、楚雄、昆明、曲靖等地的 33
个社区共同建设开展了“互嵌式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大联盟”，签订了相关的促进经济、文化等方面共同

发展的协议。同时，在小坝社区融荣与共实践中心里的爱心惠民超市设置专门的地州特产区，充分发挥

省会城市资源集中、消费力较强的优势，汇聚各州市的优质农产品、具有民族特色的产品，并将销售纯

利润的 10%滚存至“小坝邻里基金”，用以帮助辖区各族困难群众。在这个空间提供线下线上展销平台，

为各民族居民提供可信赖、高质量产品和优质高效社区服务，通过城市社区的消费力，以最直接的方式

对有需要的各民族群众进行帮扶，提高地州各族人民的经济收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发展，增进

各族居民的团结凝聚力。 
除此之外，为维护社区稳定和谐，小坝社区设立民族政策法规服务窗口，完善社区便民服务，为社

区内的居民提供就业创业指导、劳动技能培训、法规政策宣讲等服务，加强社区内流动人口维持经济收

入的能力以及确保其在创业就业、社会保障、法律维权等方面的权益。 

3.4. 文化互嵌：厚植社区“家”文化理念 

小坝社区结合社区的实际情况，将社区治理模式进行品牌内涵延伸的建设，将“社区大家庭”划分

为“回忆”、“团结”、“服务”、“非遗”、“文化”、“学习”、“协商”共七个主题之家，以家

庭为切入点，以居民需求作为核心，充分调动社区中各族群众自主自愿的参与社区的日常治理工作中，

促进邻里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共同打造一个共商、共治、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此外，小坝社区还将各民族优秀文化融入到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中，将儒家八学“仁义礼智信忠孝康”

理念以巧妙的视觉设计打造“坝街”民族文化街区；以“耕读传家”为核心，将小坝西村原杂乱单车棚

打造为多功能文化空间；以居民手绘圈景、民族老式物件装饰等方式，延伸小坝村农耕文化，以坊为图、

以堂聚心。开展“小坝西村共乡邻文化惠民项目”，充分利用辖区资源，组建小坝“家”文化乐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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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艺术志愿者服务队、小坝社区五级治理文艺队、麻线营小区文艺队等 10 余支业余文化队伍，举办丰富

多彩的民族文化娱乐活动，让各族居民感受并融入“家文化”。这些活动为居民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强

化了居民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形成了文明、融洽的邻里关系。 

3.5. 认知互嵌：夯实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基础 

首先，小坝社区依托网络平台，提高居民对民族理论、政策的认识和理解，提升社区工作人员做好

民族工作的能力；组织各类群众开展每周一次升旗仪式，并设置民族团结誓词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及续写民族团结答词碑精神”活动 800 场次，近万人参加签名宣暂，为民族团结贡献出小坝力量；充分

发挥典型引路作用，开展“感动新小坝最美社区人”评选活动，树立社区民族团结工作中的先进典型。

在社区周边、各小区设置“中华民族一家亲”等标语、宣传栏，并开展多样文化演出活动，营造同心向

融、融荣与共的浓厚氛围。 
依托社区新时代文明中心站、社区市民学校、社区文明大讲堂等平台，向居民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民

族政策、社区民族团结活动，将民族团结进步精神植入辖区各民族居民心间，引导各族群众共建民族团

结进步大家庭。 

3.6. 精神互嵌：推动各族居民自愿参与社区治理 

要打造居民共同参加日常治理的社区共同体，精神方面的互嵌治理是建设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

极其重要的环节，而居民自愿参加社区治理的过程正是社区内各民族居民精神互嵌的重要体现和内生动

力源[3]。在互嵌式社区建设中，社区成员之间需要建立起相互信任、互相支持的情感联系，自愿自发的

为社区治理贡献力量。 
以社区“共建共享共治”为切入，发动成立 6 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志愿服务队，志愿者们包

含了各民族居民、退役军人、退休干部等，引导社区群众发挥正能量，积极调动社区居民参加社区治理

的主动性，发挥银发先锋模范作用。同时，在日常的社区治理事务中有效合理落实并保障居民的知情权、

参与权、监督权等权利，使民意得到充分及时的表达，让居民感受政府的关心和关爱，为社区治理工作

奠定良好基础。 

4. 小坝社区嵌入治理模式建设面临的困境 

虽然小坝社区在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治理实践中有较好的工作成效，但是根据笔者的实地调研以及与

社区工作人员的访谈，小坝社区在进行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治理时仍然面临许多困境，即工作人员专业化

程度不高、经费支持不足、服务供给与需求不匹配。 

4.1. 社区民族工作队伍薄弱 

社区工作人员作为治理主体，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小坝社区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

的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在处理民族与宗教相关事务时面临一定的困难与挑战，主要表现在缺乏对民族与

宗教相关专业知识的了解，导致在处理相关事务时缺乏应有的敏感性和专业性。 

“社区里有一个回族居民经营的清真餐馆，但存在占道经营的情况，我们去沟通协调时，这位居民就认为我们

在为难他，与其交流几次都没有解决问题，最后我们去请了阿訇和了解伊斯兰教的老师来一起帮忙协调，最终解决

了这个问题，如果当时我们自己去处理，可能会有加剧矛盾的情况出现。” 

(20230804B，B 某，31 岁，小坝社区工作站站长) 

首先，社区工作人员缺乏对不同民族文化和习俗以及宗教的深入了解。小坝社区居住着来自汉、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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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哈尼、回等 33 个民族的居民，每个民族都有着独特的文化和传统。在这样的社区环境中，工作人员

需要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应当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跨文化沟通的能力。然而在现实中，由于缺乏对宗教

信仰和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社区工作人员在调解少数民族居民的部分矛盾时缺乏信服力，难以达成一

致的共识，工作效果不佳，甚至可能加剧矛盾。但如果请来具备宗教知识或者理解民族文化的老师处理

相关问题，往往能得到较好的调解结果，有助于民族团结和邻里和谐。此外，语言沟通也是一个值得关

注的问题。虽然小坝社区位于城市环境中，但仍可能存在某些少数民族居民不擅长普通话，与这类居民

沟通时仍然会存在语言方面的障碍，大大增加了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交流和理解上的困难。 

4.2. 经费支持不足 

经费支持不足也是小坝社区建设民族互嵌式社区和完善社区治理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困难。近年来，

由于整体经济形势的变化，政府对社区的经费投入有所减少，这导致社区在开展特色活动时，面临着预

算不足的挑战。 
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构建需要一定的资源和资金投入，不管是开展宣传、培训和交流活动，还是日常

维护场地设施等，都需要基本的资金支持。然而，由于预算经费不足，社区可能无法满足某些活动需求，

活动形式与活动规模都会受到限制，不利于社区的发展和建设。此外，经费支持不足还会限制社区的宣

传和推广能力。通过组织各式各样的社区活动，以及建设内容丰富的宣传板块，小坝社区不断推进民族

互嵌工作，加强各民族居民之间的沟通交流，塑造和睦融洽的邻里关系。但是，如若预算经费不足，社

区活动的宣传范围将会受到很大限制，不易达到预期的影响力。 
据调研，以往小坝社区活动的预算经费大约在 5000~6000 元或者 5000~10,000 元左右，但是今年的

预算经费大幅缩减，每场活动仅有两三千元的资金支持。随着社区规模的扩大以及活动参与人数的增多，

经费开销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经费紧张可能会影响到社区的日常运作和原有活动的正常举办，

维持现有设施和资源都较为艰难，更加难以开展新的项目和活动。仅依靠政府资金投入的工作模式难以

为继，如何吸收市场资金投入、扩展经费来源成为小坝社区深入开展民族互嵌工作的一大难题。 

4.3. 服务供给与需求不匹配 

与汉族流动人口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经济、社会、心理方面的社会融入程度仍然相对较低[19]。
他们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对社区的居住、就业、教育和医疗等方面提出了更多需求。依照原本的

社区管理模式，小坝社区无法及时满足这些需求，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对社区的民族互嵌式治理提出了

新的挑战。此外，流动人口的快速变动性也加大了社区资源分配和管理的复杂程度，进而影响了社区的

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小坝社区需要采取一系列创新举措，调整原有的管理方式。然

而，由于人员专业性素质、工作经费等方面的限制，短时间内社区很难提供足够的管理力量来有效执行

和推动这些创新措施，小坝社区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时间来适应新的工作挑战，社区治理的效果和质量可

能会有所下降。 

5. 推动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建设的具体路径 

5.1. 完善社区治理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 

在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中，社区居委会及其工作人员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居民需求的多样化对所

匹配的社区工作人员专业性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一点在民族互嵌式社区中有更加突出的体现。

在民族互嵌式社区中，空间场域的复杂性决定了其问题与需求的复杂化与多元化，尤其体现在国家安全

意识以及宗教知识了解和民族传统风俗的熟知上，需要有一批既具有较高政治站位同时也懂得社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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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人员，才能牢牢把握住民族互嵌社区的总方向“不偏航”。因此，城市多民族聚居社区要从政策

支持与物质保障等方面加强专业人才的选用育留，使吸引优秀人才并留住优秀人才，为民族互嵌式社区

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5.2. 构建多元主体治理平台 

由单一的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方式具有忽视其他治理主体、造成服务供给方式单一、服务实施效率

不高等缺点。随着政府职能的变化和社区居民民主意识的逐渐加深，特别是在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

的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将成为解决社区各类复杂矛盾的有效方式，这就需要社区加速

联动各方主体，政府、社会组织、居民个人一同合力构建一套多元利益均衡发展的全面协同治理体系的

关系网。其中，代表社会力量的非营利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是不可忽略的，这类组织积极活跃于现代公

民社会，并在其中具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因此组建和扩大社区志愿者服务团队，重视加强和培养志愿者

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将对新型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和建设贡献巨大力量[20]。 

5.3. 加强各民族居民交往交流交融 

民族平等、团结与共同发展是国家实施民族政策的目标，也是建设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的重中

之重，因此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治理必须要处理好民族关系[20]。结合小坝社区互嵌治理模式的案例分析，

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首先要依托党建引领，为社区居民树立认同民族身份、包容各民族多元文化的正确

价值观，倡导群众有效参与社区的日常治理工作；同时，要依托“空间、制度、经济、文化、认知、精

神”的互嵌途径，从“浅表层互嵌–过渡层互嵌–深层互嵌”持续推进的方式，促进各族居民的相互认

同，重视发扬社区内多种多样的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为各族居民提供切实可行的服务，开展充满民族活

力的活动，创建一套具有本土民族特色的互嵌式基层社区治理机制[21]。 
加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是形成民族互嵌式社区的重要内容，居民自发参加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与活动

的意愿是对社区工作成效认同程度的一种具体表现。各民族居民只有在自身生活的空间场域中切身感受

到尊重与温暖，逐渐形成并增强主人翁意识，才能从内心消除“他者”的自我认知，树立对社区的认同

感、归属感，提升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从而推动各民族居民的社会空间融入。居民参与民族互嵌社

区治理是深层次上的情感交流，是各民族居民的生活生产方式与习惯的接触与沟通，可以达到心理层面

的互相认同以及情感互嵌互融，是民族互嵌社区治理的最优境界即交融共生。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大多

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推动[3]，忽略了居民治理主体的“在场”，民族互嵌社区也不例外。而社

区作为居民生活的空间场域，只有让居民真是的参与到社区日常治理事务中，才能使一个社区得到持续、

有效的发展。因此，应积极引导、引进和组织各族居民中的老党员老干部、热心人士、民族团结模范等

先进群体加入到社区的治理工作中，在先进群体的带领下，倡导其他居民积极参与选举、公共事务决策

等社区事宜。同时完善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激励机制，使民族互嵌社区居民成为“治理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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