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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新疆大学生对兵地文化资源共享与融合发展的认知的调

查分析

郑娇娇

新疆科技学院　新疆库尔勒　841000

摘　要：当代新疆大学生是建设新疆的主力军，更是推动兵地文化资源共享与融合发展建设的主力军。我们认识到深入推

进兵地文化资源共享与融合深层次、高质量发展是提升大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手段，也是培养综合性人才的重要途径。通

过对大学生关于兵地文化资源共享与融合发展的认知情况调查，更好的把握当前认知现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为提出针

对性的措施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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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地融合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是新时代兵

团发挥特殊作用、履行职责使命的重要途径。要加快推进兵

团改革，深化兵地融合，打造城乡和谐的田园式家园，充分

发挥兵团作为安边固疆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大熔炉、发展

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示范区的功能和作用，努力形成新时

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在兵地大团结大交流大融合中，当

代新疆大学生作为当前以及未来建设新疆的主力军，增强认

知是实施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

目标的内在要求；是落实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促

进兵地文化资源共享与融合发展的有效途径。

1. 问卷基本情况

本次问卷基于想要了解当前在新疆上学的大学生对于

兵地文化资源共享和融合发展的现状的了解情况以及参与

度的原因，从新疆高校中抽样选取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

新疆医科大学、新疆农业大学、新疆财经大学、伊犁师范大

学、塔里木大学、喀什大学、新疆理工学院、昌吉学院、新

疆科技学院等 11 所高校的大学生，通过问卷星共发放线上

问卷 1450 份，其中有效问卷 1398 份，有效率 96.41%，其

中大一年级学生 281 人，大二年级学生 572 人，大三年级学

生 286 人，大四年级学生 259 人。问卷发放主要针对新疆高

校的在读学生，学生的户籍所在地是兵团户籍的 206 人占比

14.72%，新疆户籍的 940 人占比 67.24%，疆外户籍 252 人

占比 18.03%。 

2. 当代新疆大学生对兵地文化资源共享与融合发展的

认知存在的问题

2.1 开展活动的途径多样化，但深度不够。

兵地文化资源共享与融合发展的活动举办类型较为丰

富，形式多样化。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我们可以看到兵地文

化开展的途径多种多样，涵盖了免费开放的教育基地、各种

展览、主题党日活动、党建主题公园、融合创新型旅游示范

区、图书馆进兵团、文艺晚会等多种形式。以文化交流为主

题的包含各种文化展示和主题党日活动等占比 49.21%，可

以体现了兵地文化共享与融合发展的理念。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免费开放是主要的开展途径，占比达到 48%，这反映了

兵地双方对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视。农民画展和手工艺展览受

欢迎程度也较高，这两个展览的占比均超过 48%, 说明兵地文

化开展中对于民间艺术和手工艺的展示得到更多观众的喜爱。

兵地融合创新型旅游示范区是重要途径，兵地融合创新型旅

游示范区的占比也相当高，说明通过旅游业推动兵地文化融

合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其他途径也有一定比例，如文艺晚会、

图书馆进兵团等也起到了丰富兵地文化开展的形式和内容的

作用。综上所述，兵地文化的开展途径丰富多样，涵盖了各

种文化展示、主题党日活动、旅游示范区等多种形式，体现

了兵地双方在文化交流共享和融合发展上的探索和实践。

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认识到虽然活动开展的途径多

样化，但深度不够。针对是否知道兵地文化资源共享和融

合发展活动的问题中可以看出，是知道一些的人数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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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5%，不清楚的人数占比 14.31%，可以得出超过 47.36%

人对于兵地文化资源融合共享活动的开展了解较少甚至对

此不太清楚。以及在您所在的村委会或社区是否开展过兵地

文化交流活动及其否参与其中的问题中，45.99% 的人表示

他们所在的村委会或社区偶尔开展兵地文化交流活动，并且

他们曾经参与过，18.81% 的人表示他们对村委会或社区是

否开展过兵地文化交流活动不清楚。在问及活动取得的效果

的问题中，有 397 人选择了一般，占比 28.4%；有 110 人选

择了差，占比 7.87%。通过以上数据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在

调查对象中，绝大部分人只是偶尔参与甚至有一部分人不清

楚，可以看出兵地文化资源交流共享和融合的过程中深度不

够，无法更好的吸引更多的人群参与其中，相关部门在举办

活动中存在活动举办但效果不佳，甚至存在部分浮于形式或

者只是为了完成工作去简单执行的现象。

2.2 共享融合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但支持力度不深

通过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绝大部分大学生是可以

认识到兵地文化资源的共享和融合发展对于地方经济的发

展促进作用的。在兵地文化资源的共享和融合发展对于地方

经济的发展有何作用的问题中，62.45% 的学生认为兵地文

化资源的共享和融合发展有助于增进兵地两地人民的相互

了解和沟通，促进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61.52% 的学生认

为可以增加地方知名度和美誉度，58.44% 的学生认为可以

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57.14% 的同学认为可以促进旅游业

的发展以及 55.01% 的学生认为有助于提高当地居民的文化

素养。因此，我们可以更明确的认识到大学生群体对于兵地

文化资源的共享和融合发展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

的作用是有共同的认知的。他们认识到兵地文化资源的共享

和融合发展可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稳定和谐的社会

环境以及提高当地居民的文化素养等方式来进一步促进地

方经济的发展。

我们认识到兵地文化资源共享融合发展促进经济发展，

但更进一步认识到总体而言支持力度不深，仍存在很大困

境。针对政府应不应该加大对兵地文化资源共享和融合发

展的扶持力度的调查中共有 1398 人参与了该单选题，其中

78.18% 的人认为政府应该加大对兵地文化资源共享和融合

发展的扶持力度，可以看出大多数人支持加大对兵地文化资

源共享和融合发展的扶持力度，从侧面也可以看出当前扶持

力度仍不够充分。以及在关于兵地文化资源的共享和融合

发展需要哪些条件的支持的问题中，需要技术支持、政策支

持、资金支持、人才支持的比例分别为 64.31%、64.09%、

63.66%、60.8%。从比例来看，技术支持、政策支持、资金

支持、人才支持的得票率相对较高，说明受访者认为需要在

政策、技术、资金和人才方面对兵地文化资源的共享和融合

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

2.3 共享融合发展优势明显，但缺乏多元化的专业人才

联动

兵地文化资源共享和融合发展的优势在于兵地之间的

文化差异、自然资源、地缘优势以及人文历史底蕴等。通过

数据我们可以认识到被调查者充分认识到兵团与地方之间

差异化的人文资源是促进共享和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丰富

绮丽的自然资源是兵地之间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共享和融

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近的地缘优势表现出地理上的接

近性可能会促进兵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资源共享。深厚的人

文历史底蕴也进一步表明兵地之间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可

以为共享和融合发展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总的来说，兵地

之间的文化差异、自然资源、地缘优势以及人文历史底蕴，

都有利于促进兵地文化资源的共享和融合发展。

兵地文化资源共享和融合发展的优势明显，在实际践

行中效果却不尽如意，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多元化的专业人才

组合是推动兵地文化资源共享和融合发展的关键，但在实

践践行中缺乏多元化的专业人才联动。在关于兵地文化资

源的共享和融合发展需要哪些条件的支持的问题中，需要

人才支持的比例 60.8%，说明受访者认为人才支持对兵地文

化资源的共享和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兵地文化资源共

享与融合发展过程中各方面全过程需要人才支撑的问题中，

59.94% 的学生认为需要文化产业管理方面的人才，58.51%

的学生认为艺术设计方面的人才，56.8% 的学生认为信息技

术方面的人才，60.52% 的学生认为党政领导干部方面的人

才和 58.08% 的学生认为旅游规划方面的人才。总体上超过

56% 的同学认为需要投入大量的专业技术型人才推动其更

好的发展，也可以认识到多元化的专业人才组合是推动兵地

文化资源共享和融合发展的关键。

3. 当代新疆大学生对兵地文化资源共享与融合发展的

认知存在的问题的原因分析

3.1 政府相关管理体制不健全

管理体制是指利用组织形式和有机系统，利用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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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方法以及实现管理的任务和目的。通过对当代大学生

对兵地文化资源共享与融合发展的认知的调查的现状分析

中发现，一方面在兵地文化资源共享与融合发展的活动中缺

乏统一的引导、组织、规划，缺乏相关工作的交流与协调事

宜的体制机制，导致每个地方在推进工作中没有统一的践行

标准，导致活动效果差强人意；另外一方面政府和相关教育

部门以及各下属执行部门在工作职责和要求方面不明确。各

级政府根据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地方和学校实际出台实施方

案，细化考核标准，落实落细部门职责，各部门共同参与、

共同推进，建立协同联动机制。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存

在各种缺陷，导致质量不佳，推行进度较慢的问题，进而导

致效果不理性。

3.2 相关部门运行机制不完善

运行机制指事物发展过程具有规律性、可操作性和可

重复性的程序或方式，在推动兵地文化资源共享与融合发展

过程中存在运行机制不完善问题。相关部门在落实工作中各

部门无法更好的发挥合力，无法充分的调动政府、社会、学

校、社区等联合单位的积极性，没有形成一套统一高效的领

导指挥体系，从而导致在落实工作中每个部门单位只完成自

己本职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就是兵团与地方相关部门也

只负责完成自己所属工作，无法达到在工作中融合在融合中

发展的效果，每个部门都只负责洽谈自己相关的合作单位，

缺乏统一的运行机制，结果造成大量繁琐重复的工作，既没

有形成一个共享融合发展的系统，也无法取得更好的成效。

3.3 社会联动保障体系不通畅

从社会层面推动兵地文化资源共享与融合发展需要调

动社会各方资源，拓展多种渠道，但在实际的调研中发现存

在社会联动保障体系不通畅的问题。具体表现为：首先存在

各文化相关部门独立行动的现象，没有对各部门资源进行有

机整合，存在各地区兵地文化资源实践基地建设较为零散以

及建设标准不一致的现象，这对落实兵地文化资源共享和融

合发展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其次在落实兵地文化资源进

校园的工作中存在对接问题，导致很多单位把其作为工作任

务简单落实，导致工作人员走过场，现场活动较敷衍，最后

效果不理想。最后在推进兵地文化资源共享与融合发展过程

中缺乏有效的评价、反馈机制，因缺乏有效反馈机制，导致

在实际活动中发现问题、存在不足不能及时纠正，久而久之

形成走形式的现象。

3.4 政府与地方高校的协同推进机制不成熟

政府部门与地方高校在持续推进兵地文化资源进校园

的工作，但在实际成效上存在一定差距。究其原因具体表现

为：在挖掘兵地文化资源过程中缺乏物质保障、专项资金较

少、图书购买量较低以及活动场地难以保证；在协同推进工

作中兵地文化资源建设的相应保障措施不健全，存在建设制

度政策措施不到位的问题、配到资源以及物资保障不健全的

问题，这也导致部门协同发展停留于表面，很难取得高质量

的成果。

3.5 地方高校认识不到位

地方高校是组织和带动广大教职工和学生参与兵地文

化资源共享与发展过程的主要承担着，但在具体践行中存在

以下不足：一是组织相关领导、教师参与兵地文化资源共享

与融合发展相关培训的活动较少，促使他们对于其重要性认

识不到位；二是在保障兵地文化资源进校园工作中，存在工

作落实不彻底，进而在开展兵地文化资源相关的学习活动以

及相关的工作研究和实践中落实不到位，不能更好的达到预

期的效果；三是在兵地文化资源共享与融合发展研究进课

堂、进科研方面仍存在认识不到位，不能很好的将兵地文

化教育资源融入教学和科研的各个方面；四是学校在动员学

生、团支部、社团等活动中主动开展跟兵地文化资源相关的

理论和实践活动等方面的工作不到位，进而不能更好的发挥

基层组织宣传的优势作用，导致落实教育的效果不佳。

4. 结论及对策

兵地融合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是新时代兵

团发挥特殊作用、履行职责使命的重要途径。兵地文化交流

促进了各方面交流的深化，有力地促进了新疆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文化交融共建，实现兵团和地方文化资源共享与融

合发展，对于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提升大学生对兵地文化资源共享与融合发展的深度和

广度认识需要政府健全合作机制，推动兵地文化资源联动发

展；部门拓宽活动渠道，推动兵地文化资源进校园；政府联

合地方高校，推动专业人才联合培养等几个方面坚强建设，

促进兵地文化资源共享与融合发展取得更多硕果。

参考文献

[1]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

[2] 闫卫华，邓佩玉．基于新疆兵地共治的高等教育资



科研管理
2023 年 5卷 6期

189    

源共享机制构建［J］．石河子大学学报，2017（03）.

[3] 唐琳．文化资源的产业数字化转化和开发研究 --5G

时代广西文化产业的转型研究系列论文纸八［J］．产业经济，

2021（12）.

[4] 朱文 . 兵团文化开发利用的“三位一体”路径探析

［J］．黑龙江史志，2018（12）.

作者简介：

郑娇娇（1992.06）女，汉族，河南商丘，专任教师，

硕士研究生，新疆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

基金项目：2023 年度自治区社科联新时代党的治疆方

略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兵地文化资源共享与融合发展研

究”，课题编号：2023ZJFLY49  阶段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