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民委 民政部 文件

民委发〔2011〕204 号

关于加强新形势下社区民族工作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宗）委（厅、局）、民政厅（局）：

为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现就加强新形

势下社区民族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社区民族工作的重要意义

1.做好社区民族工作重要而紧迫。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各民族交流交往

的重要平台。当前，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民族分布和交往格局正在

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和散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不断增加，各民族交错居住在同一

社区的现象日益普遍，社区民族工作任务日趋繁重。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不断探索，

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社区民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同时，一些社区的民族工作

也存在着基础比较薄弱、服务和管理水平有待提高、方法和机制亟需创新等问题。

加强社区民族工作，是服务各族群众、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是促进民族团

结、建设和谐社区的需要，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必须站在

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把社区民族工作摆在重要位置，

抓紧抓好。

二、全面把握加强社区民族工作的总体要求

2.坚持社区民族工作的正确方向。社区民族工作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以和谐社区建设为依托，以宣传教育、保障权益、完善服务为工

作着力点，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不断加强社区民族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平等、

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力争用 5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形成一个比较健全的社区民

族工作网络，培育一批热心民族工作的少数民族联谊组织和社会工作者队伍，建成一

批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努力把社区建设成各族群众团结和睦、安居乐业的幸福家

园。

三、进一步明确加强社区民族工作的重点任务

3.大力推进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的意见》（中办发〔2009〕34 号），深入宣传民族理

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基本常识，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

意识和民族团结意识。结合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创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等活动，

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公民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尤其要切实加强

对青少年的宣传教育。

进一步加强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宣传教育，帮助他们不断增强

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的自觉性。广泛开展成就展览、知识竞赛、文体表演和

网上交流等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让民族团结元素融入社区群众的日常工作、学

习和生活中，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

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

4.扎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结合社区实际，采取有力措施，按照中央宣

传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意见》（民

委发〔2010〕13号）的要求，把创建活动纳入社区发展总体规划，进一步创新形式、

创新载体、创新手段，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模范单位建设。

坚持以人为本，把创建活动与帮助社区发展经济社会事业结合起来，与解决各族

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困难结合起来，逐步使创建活动成为便民、利民、惠民的民心工程。

推动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制度化、规范化，及时表彰和奖励社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集体和个人，努力形成维护民族团结光荣、破坏民族团结可耻的社会氛围。



5.努力提供满足各族群众需求的便捷服务。建立健全信息平台，密切联系沟通，

全面了解和掌握社区少数民族情况，及时反映和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加

强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积极创造条件，满足少数民族群众在

清真饮食、殡葬服务、欢度民族节日和传承本民族文化等方面的需求。少数民族人口

较多、民族工作任务较重的社区，应根据实际通过设立“少数民族服务中心”、“民

族之家”、热线电话等方式，为各族群众提供方便畅通的办事渠道。

积极开展对少数民族困难家庭的帮扶工作。充分利用社区资源，通过购买社工服

务等方式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就业、就学、就医等方面遇到的特殊困难。引导和鼓励社

区内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积极参与社区民族工作，为各族群众提供针对性更强的

便捷服务。

切实加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在外来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社区要

明确有关责任人，积极提供就业帮助、语言翻译、法律维权等方面的服务。

6.大力促进社区各民族交流交往、互助合作。充分利用展示橱窗、社区网站、市

民学校、文化馆站、文化广场等活动阵地，不断创新和完善社区民族工作载体，为各

族群众提供交流、联谊和参与社区建设的渠道。积极开展专项咨询和培训活动，引导

和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尽快适应城市和社区生活。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富有民族特

色的群众性文体活动，努力活跃社区各族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注意发挥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利用“互帮”、“共建”等形式，帮助各族群众融入

社区。

7.重视做好少数民族社区工作者的培养和使用工作。少数民族社区工作者来自本

民族，熟悉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了解本民族的心理和愿望，是联系各族群众的桥梁

和纽带，是做好社区民族工作的重要力量。注意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代表人士，逐步

形成一支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关心民族工作、热心社区服务的骨干队伍。支持他们

积极联系本民族群众，鼓励他们积极建言献策，带动各族群众积极投身和谐社区建设。

注重发挥他们在各种群众性组织中的特殊作用，发挥他们在宣传党和国家政策，反映



社情民意，特别是在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事件、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方面的

重要作用。

8.妥善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随着各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不断增多，社区

内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因素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

上的差异将长期存在，从而可能引发一些涉及民族因素的摩擦、纠纷和矛盾。要不断

提高预防和处理有关矛盾和纠纷的工作水平，及时、准确、全面地掌握有关信息，做

到早发现、早部署、早处理，力争把问题解决在社区、解决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

要定期排查影响民族关系的不稳定因素，认真制定和不断完善有关突发事件的处

置预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不要把与民族关系

无关的问题归入民族问题，也不要把民族问题当做一般的社会问题来处理。对一般的

矛盾纠纷，要采取教育、疏导、化解的办法来解决。凡属违法犯罪的，不论涉及哪个

民族，都要坚决依法处理。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国家统一和法律尊严。

四、切实加强对社区民族工作的组织领导

9.切实把社区民族工作摆上重要位置。新形势下的社区民族工作，既是社区工作

的组成部分，也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各级民族和民政部门要积极推动有关地区和

部门把社区民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自觉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及党和国家民

族法规政策的学习，加强对社区民族工作的研究，努力提高驾驭和处理民族问题的能

力。建立健全目标责任制，逐步将社区民族工作状况作为有关地区和部门干部考核的

重要内容。少数民族人口较多、民族工作任务较重的乡镇、街道，要将社区民族工作

状况作为有关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10.创新社区民族工作的体制机制。省（区、市、兵团）民族和民政部门要加强

对社区民族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督促。市（地、州、盟）、县（市、区、旗）、乡（镇、

街道）三级民族和民政部门，要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逐步推动建立和完善社区民

族工作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社区民族工作任务较重的乡镇、街

道，要配备民族工作专（兼）职干部。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社区要配备民族工作联络



员，注意培育一批热心民族工作的少数民族联谊组织和社会工作者队伍。有关部门要

为开展社区民族工作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保障必要的工作经费。

11.加强社区民族工作的监督检查。各级民族和民政部门要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相

结合、上级检查与自查相结合等方式，加强对开展社区民族工作情况的监督检查，重

点是检查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情况。对查找出的问题要提出切

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务求取得实效。要及时总结经验，立足各地实际，加强分类指导，

力争在今后5年内有计划地建成一批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促进社区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蓬勃健康发展。

国家民委 民政部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