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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路径分析 
付梅 

（云南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新时代强化跨境民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关系着我国文化和地缘安全问题。由于受地理位置、语言文化、民

族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因素制约，加之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分化影响，对跨境民族进行国家主流价值观的教育，使其树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本文以滇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核心价值观教育为研究样本，

从奠定物质条件、打牢思想基础、创新宣传方式等方面入手，探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提升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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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滇西南地处山区，边境线长。因历史原因，杂居的跨境族

群众多，地缘价值独特，自古以来就是兵家重地，战略要塞。跨境

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问题事关国家文化安全和新

时代伟大奋斗事业的兴衰成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用好

两把钥匙”，把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结合起来解锁民族团结“幸福

密码”，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促进民族粘合同心筑梦的精神

秘钥。然而，我们不能否认族源历史、宗教风俗等多种因素限制了

这些跨境族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严重削弱了民族向

心力。因此，有必要理清跨境民族核心价值观认同所面临的挑战并

探寻科学有效解决途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族人民

携手奋斗共创强国大业。 

一、边疆民族地区跨境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提

升的现实意义 

作为主流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

要求，是保障社会制度平稳运行的稳定器。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着固

本强脉、凝聚共识的艰巨任务，因此，推进当地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更为重要。 

（一）夯实民族意识，加固边疆安全屏障 

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各族同胞团结一心、生死与共，一同

推动了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并逐步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巩固各族人民精诚团结的思想根基[1]。滇西

南作为中国的西南门户是抵御境内外敌对分子渗透、西化，对我进

行颠覆破坏的第一道屏障。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敌对分子不愿看到

中国发展强大，一直图谋制造民族隔阂，借此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

他们利用云南跨境民族居住地相连、血缘文化关系密切等便利条

件，通过互联网和移动智能终端设备宣扬“新闻自由”“人权至上”

“民主宪政”等带有特定的政治倾向性的迷惑言论，严重冲击着我

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特别是随着新时代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对外合作逐渐深化，边境贸易空前活跃，这些敌对势力便借机以经

济合作、文化交往、科技交流等途径对边境地区进行政治攻击，妄

图以此来淡化跨境民族的民族意识，使其落入分裂中国的陷阱。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跨境民族坚持“五个认同”做到“两个维护”

的思想基础。提高跨境民族对国家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度，能够增强

他们的民族意识，最大程度凝聚爱国共识，并激励他们把这种认知

和情感外化为自身的“硬核行动”，使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以主

人翁的姿态自觉以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为重，坚决抵御反华活动，共

同维护稳定发展大局。 

（二）促进族际交流，增进民族团结 

人心聚合在于价值相通。跨境民族处于国家边界与族群边界交

叠的漩涡，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和侵染，导致

他们价值认同多元特征明显。族际交往圈的“内卷化”也降低了跨

境民族与其他群体交往的主动心理，在部分人当中形成了民族性的

排外心理。再加上宗教极端思想的侵蚀和西方敌对势力蓄意挑拨，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跨境民族在价值选择、思想认识上容易

出现问题，影响了民族间团结交融的进度与深度，民族隔阂油然而

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倡导的价值标准，传承了各民族优秀

文化基因，具有强大的精神引领功能，能够使跨境民族与其他民族

在文化价值选择上获得统一，弥合他们之间的心理鸿沟，继而激发

各族群众和衷共济，共同参与到民族复兴伟大的进程中来。 

（三）创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增进社会和谐 

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充分展现了民族地区

治理现代化所要达成的目标要求。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关键是保持

社会环境安定平和，经济运行活而有序。当前，国家大力实施兴边

富民工程助力改善跨境民族生产生活条件，跨境民族的精神面貌和

状态也大为改观。但是仍有一些跨境民族群众缺乏公平与诚信意

识，在市场竞争中采取违法方式获取不正当利益。甚至有些群众因

为缺乏法治观念，在面对土地纠纷、邻里矛盾等问题时，采用简单

粗暴的解决方式，常常引发恶性治安事件，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因

此，提升跨境民族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有助于民族地区

基层政府以价值观中的核心理念为指导维护市场运行秩序，调节群

众矛盾，化解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从而加快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

奠定民族地区“善治”之基。 

二、滇西南地区跨境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阻碍

因素 

因受地区社会发展滞缓、教育水平落后、特殊民族文化心理等

问题影响，滇西南地区跨境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的提升

还存在实际困难。 

（一）经济社会发展滞缓 

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支持下，滇西南跨境民族地区 2020 年

已全部脱贫摘帽，“两不愁三保障”任务基本完成。但长久以来形

成的经济落后被动局面不可能迅速逆转，特别是跨境民族地区绝大

部分地处高山峡谷之中，自然灾害频发、通讯不畅、群众市场观念

淡薄，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了当地社会经济的进步。例如，云南省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2019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全国居民人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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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2]。该县经济发展主要以农牧业为主，生

产力水平较低，信息、金融、技术等核心竞争力要素缺乏，产业结

构单一，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增长滞缓使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

放在提高物资生活条件上，阻碍了他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致使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地的传播缺少动力，对其认同也就无从说

起。 

除此之外，与其他民族收入差距的拉大容易使跨境民族产生心

理失衡，催生一种被边缘的离散感，诱发出对国家政策直至社会制

度的不满、曲解，严重影响跨境民族的“四个自信”，也就消减了

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二）文化教育落后 

首先，教育资源短缺、教学质量不高、师资力量薄弱等因素，

导致滇西南跨境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现状不容乐观，文化断层现象严

重。教育是改善国民素质的根本途径，教育发展的落后，特别是基

础教育中人文教育的缺失，使滇西南地区跨境民族群众文化水平普

遍偏低，文学素养不够，文字理解能力较差，他们无法全面领会国

家主流价值观的核心意蕴。其次，滇西南跨境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机

制不完善，双语教师短缺问题严重，加之民众对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的学习和运用自觉性和坚定性不强，固守本民族语言，有的甚至排

斥普通话和汉字。语言先行方能人心相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表述虽然只有简单地 24 个字，却是对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精

炼总结。对于跨境民族而言，如果没有较高的普通话水平和较深的

理论修养，是难以正确认识和理解字面背后所象征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精髓。这些因素的叠加导致滇西南跨境民族对核心价值观

的认同存在一定的难度。 

（三）特殊民族文化心理认知 

跨境民族在身份属性、文化认同、思维方式等多个方面有其独

特性，而这种特殊的民族文化心理会对价值观的认同工作产生消极

影响。例如，有些跨境民族思想观念保守，不愿意接触新鲜事物和

吸纳先进思想，固执地遵循本民族传统文化；有些跨境民族存在“小

富即安”心理，坚信宗教迷信中“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论断，缺

乏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还有一些跨境民族崇尚“家支”制度，仍

然延续着宗法分封制，以父氏血缘关系为基础，有着森严等级制度，

“家支”文化中的道德教化作用甚至代替了法律的角色，这些和核

心价值观的内在本质是相悖的，对认同造成了负面影响。 

三、滇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路径 

提升跨境民族文化价值认同是新时代做好民族工作基本保证，

我们要利用各种途径，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 

（一）扶持经济发展，构筑物质条件 

民生幸福是社会和谐的根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增强人民群

众幸福感，是提升跨境民族核心价值观认同度的先决条件。只有满

足了跨境民族基本的物质需求才能使他们有精力、有动力来学习和

追求精神层面的知识。要根据不同地区环境和发展实际，培育特色

产业，制定有针对性的帮扶机制，激发内生发展动力，让跨境民族

地区“强筋壮骨”。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让跨境

民族充分感受到被重视和关心，让跨境民族获取切实的利益，认识

到自己正在同其他民族一样共享国家改革发展的成果，这就把他们

带入到国族建构的场阈，核心价值观才有了现实阐释力，才会真正

得到跨境民族的承认和拥护。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好转，教育高质量发展也有了物资依托，

可以补齐双语教育短板，扩展跨境民族双语教育覆盖面，提高他们

整体文化水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讲阐释降低难度。 

（二）推进文化交融，奠定共同文化心理 

文化交融方能认同相一。我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大道为公”

的家国情怀、“民贵君轻”的治国智慧、“求同存异”的交往哲学，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核相契合。这些文化因子是由各民族一

道演绎的，跨境民族包含在内。以彝族文化为例，这一民族的许多

节庆风俗如“花脸节”“密枝节”等都与生产有着密切关系，展现

了人们渴望平安稳定的朴素情怀，和 “富强和谐”价值理念共通。

不仅如此，彝族社会规范要求个体举止合乎礼仪、崇敬劳动，这又

和“友善敬业”理念相吻合。利用本民族文化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更容易被跨境民族所认知和理解。虽然不可否认，有些民族

文化中带有迷信、愚昧等色彩，会给核心价值观认同带来阻力，但

我们不能刻意回避或单纯全面否定其价值理念，而是要推动各族文

化共生共荣，在尊重跨境民族文化基础上，厘清精华与糟粕，将本

民族优秀文化因子内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行为准则，进

而在跨境民族地区形成以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的治理理念、培养群众

的价值共情能力。 

（三）优化宣传工作，创造社会氛围 

当前对跨境民族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力度正在逐

渐增大，但宣传手段主要是通过在街头巷尾、村庄卡口悬挂横幅标

语和海报，或是在交通枢纽车站利用电子条屏滚动播放，对互联网、

手机等智能媒体的开发运用还不够，数字化宣传平台几乎没有搭

建，宣传渠道陈旧单一，缺乏感染力。而且展示的内容也是大同小

异，缺乏亮点，仅是做了一些表面文章，难以产生真正影响，见得

久了反而易于让人心生抵触，群众认同效果自然不佳。要打破这种

局面，必须创新宣传方式，利用多种平台终端及展示渠道来推介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使其潜移默化融入跨境民族日常生活。首

先，可以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开发智能化传播管理系统，与手机

上应用场景深入对接，根据跨境民族手机用户的使用习惯、兴趣偏

好，为他们定制丰富多样的正能量产品，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微

电影、VR 核心价值观虚拟展馆等，构建移动互联形态下的学习新

风尚。其次，可以利用重要的民俗节日，举办大规模的先进典型报

告会和主题展览活动等，兴起宣传热潮。还可以在一些村规民约中

糅合进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生成持续、自觉的宣传机制，传递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对于部分经济落后，不具备智能媒介宣传

条件的地区，可以利用书签、台历、农民画这些生活物件进行“量

化”宣传，最终引起“质变”，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所共知、

见行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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