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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引发了中国 社 会 全 方 位 的 巨 大 变 迁，新 疆 这 一 占 全 国 陆 地 面 积 六 分 之 一 的 多

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多元文化共融 的 边 疆 地 区 也 随 之 发 生 了 巨 大 变 迁。这 一 巨 变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治 疆

政策实施成效的集中体现和生动诠释。文 章 通 过 对 新 中 国 成 立 前 后 新 疆 社 会 生 活 的 对 比 分 析，认 为 中 国

共产党的新疆治理实践是一段可 歌 可 泣、波 澜 壮 阔 的 历 史，在 这 一 伟 大 的 实 践 中，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新 疆

各族人民实现了各民族社会生活最为 广 泛 最 为 深 刻 的 变 革、实 现 了 各 民 族 社 会 发 展 的 巨 大 跨 越，各 族 人

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新疆民 族 团 结 进 步 有 了 巨 大 发 展；奠 定 了 新 疆 社 会 稳 定 和 长 治 久 安 的 牢

固根基。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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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是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结果，这一概念比社会发展、社会进化具

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一切方面和各种意义上的变化。① 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之间是密切互

动、互构共生的关系。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主要指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

及其组成要素的运动、变化和发展。７０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

是在世界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②。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新疆也随之发生了

巨大变迁。当前，新疆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宗教和顺和睦，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团结在一起，新疆处于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③

新疆７０年巨变是新中国伟大变迁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一个经典案例。其经典之处在于：

一是实现了各民族社会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二是实现了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巨

大跨越，三是各族人民生活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四是新疆民族团结进步有了史无前例

的发展，五是奠定了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牢固根基。这种巨变为从根本上为解决影响新

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深层次问题奠定了基础。这一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的取得是中国

共产党治疆方略治理成效的集中体现和生动诠释。这一历史性巨变不仅引发国内外对我国新疆

治理政策的广泛关注、也被社会学家誉为是最为重要、最具挑战性、最使人着迷和最难解答的

主题之一。④ 为深刻反映７０年来天山南北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迁，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前

后新疆社会生活的对比分析，探讨新疆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与规律，探寻这一巨变背后的制度

之基、治理之道，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治疆实践及经验，深刻把握党在边疆多民族、多宗教地区

的工作规律，积极推进新时代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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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成立前的新疆社会状况

（一）叛乱迭起，社会动荡不安

新中国成立前后，新疆依然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一是敌特活动十分猖獗。国际反华反共势

力与国民党残余势力以及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密切勾连，大肆宣扬传播 “泛伊斯兰主义”“泛突

厥主义”（即 “双泛”思想），组织策划了一系列分裂破坏活动。二是一些反对新疆和平解放的

国民党顽固派频繁策动叛乱，烧杀抢掠、残害百姓。三是匪患十分严重。当时，全疆共有土匪

６股４万多人，并裹挟了１１万名多牧民参与其中。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５０年３—１２月，他们先

后抢劫残害群众３００多 次，杀 害 各 族 人 民 群 众１　３００多 人、抢 劫 各 种 牲 畜３４万 多 头、粮 食

５　３００多石；其中，仅在木垒县就杀害群众３６６人，烧毁房屋２　４８０间。①

（二）民族隔阂十分突出

新疆历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维吾尔族人口主要居住在南疆，汉族、哈萨克族人口主要

居住在北疆。由于各民族发展历史、发展水平、阶级关系、风俗习惯的不同，特别是由于历史

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以及反动统治者的挑拨离间，民汉之间、少数民族之间、民族内部、地

区之间、部落之间都存在着一些隔阂和矛盾，有些还比较突出。

（三）社会发展十分滞后

新中国成立前，新疆１３个主要民族均处在十分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 （１）

南疆一些地方还存在着较完整的农奴制庄园。其中，墨玉县夏合勒克乡封建农奴庄园制最具代

表性。② （２）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等４个民族还保存着完整的部落氏族组织，牧

区都以氏族组织———阿吾勒为单位进行游牧，牧民对部落头目的依附性很强。新疆地域辽阔，

交通不便，又被大大小小的绿洲所分割，整个社会经济具有极大的封闭性和分散性，社会发育

程度十分低下。

（四）剥削压迫十分沉重

新中国成立前，新疆农牧民长期遭受多重剥削和压迫。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１．官吏的剥削。这种剥削主要是 “正供”（田赋）和差役两项。所谓 “正供”就是向农民

征收粮食、布匹等实物，而且负担十分沉重。如清代末年，伊犁回屯被迫缴纳收获的７０％做

“正供”。所谓的 “差役”就是差派各种徭役，包括差派柴草、食物和畜力，等等。③

２．民族内部封建势力的剥削。南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压榨十分残酷野蛮。当时，南

疆农村社会最为主要的封建剥削类型是 “无偿劳役加对分制”，这一封建社会中期的剥削制度

俗称 “伙种”。这种制度下，地租最少是产量的５０％以上。这意味着农民要将租种土地一半以

上的收获交给地主。此外，全家人还要自带耕畜、农具到地主的土地上劳作，并在地主家从事

各种家务劳动，这些劳动都是无偿劳役。因而这种地租实际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实物地租

———对分制、一部分是劳役地租———无偿劳作。无偿劳动剥削是新中国成立前新疆封建剥削中

最普遍、最野蛮、最残酷、剥削量最大的剥削方式。④

３．宗教剥削与封建剥削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前，封建领主把利用宗教进行统治和剥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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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惯用伎俩。如一些封建农奴庄园领主往往利用宗教对农奴进行统治，他们制定了约束农

奴的各种所谓 “礼法”，限制农奴 的 人 身 自 由；通 过 编 造 所 谓 的 “圣 谱”，把 自 己 装 点 为 “圣

裔”，宣称自己是 “白骨头”、农奴是 “黑骨头”，等等。因而，许多宗教剥削都和封建剥削纠

结在一起。以伊斯兰教为例，当时清真寺每年都要向 “教民”（农民）征收农产品收获量的十

分之一作为 “吾守尔”。一些宗教执业者本身就是大地主、大牧主。如蒙古族中的大库伦 （喇

嘛）往往又是大牧主。

４．水利剥削十分突出。新疆属于典型的绿洲农业，９５％以上的土地都要依靠人工灌溉生

产。新中国成立前的新疆广大农村，谁掌握了水资源，谁就可以霸占一切、主宰一切；谁没有

水，谁就得受剥削、受支配、受奴役。当时的水资源和水利设施均被地主恶霸所霸占操纵。如

墨玉县的沙依提拜克全靠当 “水把头”起家，他拥有土地３　０００多亩、院子４座、娶过１４０多

个老婆。① 利用水进行敲诈剥削是新中 国 成 立 前 新 疆 各 类 封 建 势 力 惯 用 的 一 种 剥 削 方 式 和 手

段。新中国成立前，农民不仅要交地租、还要交水租，而且租子一年要比一年高。如和田地区

皮山县农民阿吾提租种了地主１３亩土地，收获了２０袋 （维吾尔语称 “袋子”为 “塔阿”）粮

食。他按一亩地一袋粮食的地租标准向地主缴纳了１３袋粮食之后，又被迫缴纳了５袋粮食的

水租，一家人辛勤耕作了一年最后仅剩下２袋粮食。② 各类封建势力不仅霸占水资源，而且肆

意偷水卖水、多浇多灌、转嫁负担、挑起械斗、造成死伤。③

５．王公贵族、部落头目享有种种特权。１８８４年，清政府将新疆改设行省后，虽然废除了

伯克制度，但王公贵族、部落头目依然享有种种特权，各族劳动人民受奴役、受剥削的状况依

然没有改变。广大牧区仍然沿袭着王公千百户长制度，部落头目对广大牧民的控制力还相当

强。那些王公贵族、部落头目不仅占有大量草场、牲畜，而且享有种种封建特权。王、贝子、

贝勒、公、台吉、千户长、副千户长、百户长、副百户长等每年要向所辖牧民分别征收几十只

到几百只、甚至更多的绵羊作为贡品。④

６．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十分残酷。新中国成立前，地主阶级在反动政权的支持下，任意讹

诈、霸占农民的土地财产，吊打、杀害农民。据统计，仅伊犁地区的２４９名大恶霸就逼死、烧

死、毒死、打死、吊死或在马尾巴上拖死农民达２　０００多人。⑤

（五）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

１９４９年，新疆的生 产 力 水 平 十 分 低 下，甚 至 连 一 斤 钢 铁、一 盒 火 柴 都 不 能 生 产；同 时，

没有一寸铁路，只有几条简易公路，交通运输主要依靠骆驼、毛驴驮运。当时，人们日常生产

生活所需的棉布、洗脸盆、搪瓷缸以及铁制农具等必需品大都要从苏联进口，而且价格十分昂

贵。１９４９年，全疆仅有作坊式企业３６３家；其中官办企业１３家，其产值仅占全疆工农业生产

总值的０．８１％。全疆有私营工商户２９　４８９户，从业人员４万余人，但其中９０％以上的厂店处

于停业状态。当时的农牧业生产也十分落后，全疆人均粮食只有１９５．６千克、棉花１．１７千克，

牲畜存栏数仅有１　０３８万头。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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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广大农牧民的生活境况极度困苦。如每到收获季节，打谷场旁就站有三类分享劳 动 成 果

者：一是阿訇要首先拿走谷堆尖 （维吾尔语为 “卡其布力”）以及１０％的宗教粮，二是地主

要拿走一半或６０％的地租，三是官吏要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最终留给农民的往往不到

１０％，致使农民口粮严重不足，一年间有几个月要靠沙枣、桑葚、苜蓿等充饥度日。新中国成

立前，广大牧区牲畜占有情况相当集中———占总牧户人口１０％左右的牧主或富裕牧户，占有

牲畜总头数的５０％—７０％；一般中等牧主占有牲畜都在千头以上，少数大牧主占有牲畜多达２

万—３万头，广大贫苦牧民仅有１０—２０头牲畜，有的甚至连一头牲畜也没有。１９４９年，新疆

人均期望寿命仅为３０岁，人口死亡率高达２０．８２‰。①

二、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社会的巨大变迁

１９４９年９月，新疆和平 解 放。新 疆 由 此 结 束 了 历 代 反 动 统 治 者 对 各 族 人 民 的 反 动 统 治，

开创了新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７０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祖国大家庭和全国人民的

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新疆实现了历史发展的伟大跨越。

（一）新疆发生了最为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各族人民，通过开展建党 建 政、剿 匪 平 叛、减 租 反

霸、土地改革、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等一 系 列 社 会 变 革 （这 种 变 革 囊 括 了 从 生 产 力 到 生 产 关

系、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整个社会系统），成功实现了新疆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

革，结束了各族人民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使各族人民从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做了主人，并

引导各族人民共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消除了民族压迫、敌视、仇杀、斗争的根基

和条件，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为建立、巩固和发 展 平 等、团 结、互

助、和谐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社会基础。

（二）实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新疆７０年社会变迁是一部实现从封闭、落后、贫困迈向开放、进步、富裕的历史。７０年

来，在党中央领导和祖国大家庭的支持下，经过全疆各族人民长期艰苦奋斗、共同努力，在天

山南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一是经济总量实现历史性突破。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新

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实现历史性突破。２０１８年，新疆生产总值达到１２　１９９．０８亿

元，按可比价计算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２００．７倍，年均增长８．２％；人 均 生 产 总 值 达 到４９　４７５元，

增长了３７．７倍；全区财政收入达到１　５３１．４６亿元，年均增长１３．９％。②二是农业生产实现了

由传统农牧业为主向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的转变。７０年来，新疆展开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建

设。以克孜尔水库、乌鲁瓦提水利枢纽、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大石峡水利为代表的一大批水利

工程项目的建成，不仅优化了水资源配置，而且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目前，新疆农业机

械化、高效节水灌溉走在了全国前列，良种覆盖率已达９０％以上。新疆现已成为全国最大的

商品棉、啤酒花、番茄酱生产基地和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２０１８年，新疆粮食产量比１９４９

年增长１２．４４倍；棉花产量为５１１．０９万吨，比１９４９年增长１　００１．１倍，年均增长１０．５％，占

全国棉花产量的８３．８％。三是工业经济实现了从门类简单到齐全、从低端到高端的转变。新

疆现已建立了以石油天 然 气、石 油 化 工、钢 铁、煤 炭、冶 金、机 械、电 力、轻 工、纺 织、食

品、建材、有色金属等为主的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四是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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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和完善。目前，新疆已形成了铁路、公路、民用航空和管道四种运输方式构成的综 合 运 输

网。截至２０１８年末，新疆各种运输线路总里程已达５１．１０万千米，比１９５０年增长了９８．３倍；

全疆１０５个县市区中有７２个已实现通高速 （一级）公路，高速公路４　８００多千米，１０３个县市

区实现了通二级或以上 公 路。民 航 运 输 形 成 以 乌 鲁 木 齐 为 中 心，连 接１７个 国 家、２５个 国 际

（地区）城市、８８个国内城市的民用航空网。新疆已是全国机场数量最多的省区———现拥有２１

个民用航空运输机场。五是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目前，新疆拥有

国家批准的一类口岸１７个、自治区批准的二类口岸１２个、国家级产业园区２０个，是全国拥

有对外开放口岸数量最多的省区之一。新疆以及通过新疆与中国内地中东部省区进行对外贸易

的国家和地区已达１６９个。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已累计开行西行列车２　４５１列；其中，２０１８年当

年就突破１　０００列，达到１　００２列。截至２０１９年８月底，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已累计开行中欧中

亚班列６７４列。

（三）各项社会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新疆各项社会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１．新疆医疗卫生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医疗卫生网络、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

全，全疆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医疗预防保健三级网络，实现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新型农牧区合

作医疗全覆盖。２０１８年末，全区共有医疗机构 （不含村卫生室）８　２５０个，比１９４９年增加了

２８６倍；医院、卫生院拥有床位１７．７３万张，比１９４９年增加３４７倍。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大幅

提高，人均预期寿命由１９４９年的３０岁 提 高 到 了２０１８年 的７４．８３岁，人 口 死 亡 率 由１９４９年

２０．８３‰下降至２０１８年的４．５６‰。

２．新疆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新中国成立前，新疆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达９５％以上。

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党和政府始终把新疆教育发展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大力普及义务教育，

不断完善现代教育体系，实施了一系列教育惠民政策，新疆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新疆现有

普通高等学校４５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１５８所、普通高中３４３所、初中９３５所、普通小学３　３６８

所、特殊教育学 校２８所、幼 儿 园７　６８５所。截 至２０１８年 末，新 疆 学 前 三 年 教 育 毛 入 园 率 达

９６．８６％、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９９．９４％、初中适龄少年净入学率９９．３２％、初中毕业升入高中

阶段升学率９７．３１％。据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区总人口文盲率已降至３％以下，全区平

均受教育年限为８．９２年，新疆人口受教育总体水平大幅提高，人口文化素质极大提高。

３．新疆文化事业得到迅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前，新疆文化事业一片凋零。新中国成立后，

新疆文化事业得到迅速发展。截至２０１８年，全区已设立艺术展览创作机构５８个、公共图书馆

１０７个、文化馆１１９个、博 物 馆９１个、文 化 站１　０２１个，其 中，乡 镇 文 化 站１　０２１个。目 前，

全区１　５０４个公共博物馆 （纪念馆）、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以及乡镇 （街道）文化站全部

免费向社会开放。７０年来，全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业健康稳步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区共有报

纸１１３种，期刊２００种，每年 出 版 图 书８　８１４种；全 疆 共 建 成 不 同 级 别 的 广 播 电 视 播 出 机 构

１０５座，其中，省级播出机构１座、地市级播出机构１９座、县级播出机构８５座，目前，广播

和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了９７．８３％和９８．０７％，已实现了村村通广播电视。

４．社会保障事业全面发展。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新疆社会保障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

不全面到不断完善、渐成体系的发展历程。２０１８年，全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

达７１３．１８万人，全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已达１　９８８．９６万人，实现了医疗保险制

度城乡全覆盖。城 乡 低 保 水 平 大 幅 提 高。截 至２０１８年 末，全 区 已 有２２．２３万 户 城 镇 家 庭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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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３６万户农村家庭享受了最低生活保障，其中，２２个深度贫困县３２万名兜底脱贫对象全部

纳入了低保；目前，全疆享受城乡低保人数已达２４３．８０万人。

（四）民族关系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列强竭力挑拨新疆民族关系、制造 民 族 纠

纷，致使新疆民族关系复杂、民族矛盾尖锐。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

疆民族关系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是形成了崭新的多民族聚居格局。新疆各民族在长期交往

交流交融进程中，形成了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

上相互亲近的崭新的多民族聚居格局。这一格局的一大鲜明特征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

也离不开谁。二是形成了新型的新疆民族关系构架。新疆已形成了一个适合时代要求的新型民

族关系构架。在这一构架下，统一、团结、稳定、进步、发展已成为任何势力、任何力量都不

能改变的大趋向、大格局。三是新时代新疆民族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以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意识为主要内容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在形成，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已成为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生动写照；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不断增多增强，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各民族

在共融、共居、共事、共学、共乐、共创、共享之中凝聚起共同决胜全面小康的强大动力；各

族群众来来往往、说说唱唱、聚聚聊聊的社会常态正在逐步形成；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共同

交际语的语言环境正在形成；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红利正在持续、全面地释放。２０１９年１—

９月，新疆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１．８亿人次，同比增长４０．９％；实现旅游收入３　０４６亿元，同

比增长４０％，双创历史新高。事实表明，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新疆民族关系面貌已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疆民族关系现状不仅远远好于、而且已完全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任何

历史时期。

（五）各族人民生活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７０年来，新疆各族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向全面小康转变。主要表现在：一是城乡

居民人均收入显著增长。２０１８年，新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２　７６４元，比１９７８年 增 长

１０１．７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１　９７５元，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９９．６倍。二是城乡居民生活质

量极大改善。２０１８年，新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２４　１９１元，是１９８０年的５６．９倍；农村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９　４２１元，是１９８０年的６１．６倍。同时，消费结构呈现生存型消费逐步下降、

发展型消费逐步上升、享受型消费持续平稳的发展态势。２０１８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

为３１．６３％和３２．２７％，比１９８０年 分 别 下 降 了２５．７、２８．５个 百 分 点。居 住 条 件 极 大 改 善。

２０１８年，新疆城乡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增长到３３．８平方米和２９．２平方米。消费领域不断

拓展。２０１８年，新疆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汽车３８．３５辆、电脑５５．０３台、空调２９．７１台；农

村居民每百户拥有汽车１９．３９辆、电脑１３．５８台、空调３．０３台、彩电１００．９７台。三是城镇化

水平显著提升。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只有迪化市 （即现在的乌鲁木齐市）１座能称得上现代

意义上 的 城 市，城 市 人 口 不 到１０万 人。全 疆 城 镇 人 口 仅 为５２．９３万 人，城 镇 化 率 仅 为

１２．１２％，８５％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牧区。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新疆城镇人口增长了近２３倍，

年均增长４．６％，超过了同期人口总量２．５％的年均增长速度。目前，新疆已有城市２８座，其

中地级市４座、县级市２４座、镇３４９座。截至２０１８年，全区城镇人口由１９４９年的５２．９３万

人提高到２０１８年１　２６６．０１万人，城镇化率由１９４９年的１２．２１％提高到５０．９５％。截至２０１８年

末，全区有人口超过２００万人的大城市１座、２０万—５０万人的城市１１座、１０万—２０万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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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城市８座。四是贫困人口数量大幅下降。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带领各 族 人 民 持 续 向 贫 困 宣 战，创 造 了 了 不 起 的 奇 迹。仅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新 疆 累 计 实 现

２３１．４７万人完全脱贫。２０１８年，新疆５３．７万人实现了脱贫，５１３个贫困村退出、３个贫困县

摘帽，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６．１％，打破了长期以来广为流传的所谓扶贫边际效果递减的 “规

律”。

三、新疆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

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新疆经济、社会、文教、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迁。这

从一个侧面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这一历史性成就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着深刻而复杂的深层原因和内在逻辑。

（一）新疆社会变迁的历史逻辑

历史总是按自己的逻辑向前演进。历史上，往往是中央政权一旦出现弱化，区域性的离心

倾向、甚至分裂势力就会乘势而起，给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灾难，然而多民族大一统却是中国

历史发展的主脉，成为中华民族始终不变的追求。新中国７０年的奋斗史证明，中国历史发展

进步的一个大逻辑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致

力于伟大的社会革命，不仅从根本上铲除了旧的社会根基，而且从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思想

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刻社会变革，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功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核心力量和最大保证；党的领导是新

中国７０年巨变的核心优势、根本原因；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历史逻

辑、政治逻辑和实践逻辑所决定的，是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根本命脉。只有

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

族、繁荣各民族。①

（二）新疆社会变迁的理论逻辑

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

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具体问题，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同中国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制定和实施了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

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目前，全区有５个民族自治

州、６个自治县、４２个民族乡；新疆各级人大代表中少数民族占６９．８１％，各级政协委员中少

数民族占４７．８％，自治区、地 （州）、县三级国家机关组成人员中少数民族占３９．７５％。实践

证明，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中国共产

党的治疆方略不仅体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符合我国国情和

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

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三）新疆社会变迁的实践逻辑

新疆作为占全国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多民族、多种宗教并存的边疆地区，如何实现和维护

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是新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

人用大量鲜活、生动、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深刻回答和解决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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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革进程中现在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从而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根据新疆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

对做好新时代新疆工作做出了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批示，提出了关于新疆工作的新论

断、新战略、新举措，形成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这一方略既浓缩了几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

持续推动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历史经验、又体现出党中央对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创造性发展。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同时也是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的重要成果，新疆７０年社会变迁是一部寻得最大公约数、

画出最大同心圆的民族团结史。当前，民族团结已成为当代新疆的最大特征之一，民族团结进

步已成为天山南北一道最美的风景。新疆现有６个地州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 （地

区、市），５０个单位和１２个基地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

地；新疆现有国家 级、自 治 区 级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模 范 集 体 （单 位）１　３３８个 （次）、模 范 个 人

２　３１５次。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大团结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一

总目标最大的潜力所在、动力所在、特色所在。实践证明，各族人民的福祉，只有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才能得到最真切、最有效的保

障。

（四）新疆社会变迁的现实逻辑

新疆７０年来的历史成就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在长期、卓越的历史斗争中取得的；新中

国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也是在长期的反分裂斗争中实现的。７０年的新疆社会变迁史，同时也是

一部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的斗争史。要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就必

须进行更艰巨、更有成效的伟大斗争，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必须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

点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的重要指向是形形色色打着所谓 “人权”“民族”“宗教”幌子的国内

外敌对势力，主要内容是同民族分裂、暴力恐怖、破坏民族团结、煽动宗教极端、非法宗教活

动等破坏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行为做斗争。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

锐性，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强的斗争本领统筹应对那些打着

“民族”“宗教”幌子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坚决防范和打击利用民族宗教问题进行的分裂

破坏活动，坚决防范化解处置各类政治安全风险、暴力恐怖风险、社会稳定风险，对危害中国

共产党领导、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危害国家制度和法制、损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问

题，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

活动、宗教极端活动。① 决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

把任何一块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②

四、结语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前后新疆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对比，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７０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新疆多民族聚居格局形成以来最好的时

期。７０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新疆治理实践称得上是一段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历史，

同时也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经典之作。同时还告诉我们，今日新疆和平、稳定、团

结、安康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几代人用鲜血和生命、劳动和汗水换来的，值得倍加珍惜。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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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

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一进程中，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多种宗教并

存的边疆地区，面对的内外部环境、国内外形势也更为复杂。一是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

的历史性变化、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不断丰富，利益诉求多元化、发展需要多样化已成

为重要变化趋向；二是各民族的面貌、多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面貌已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 “五个并存”阶段性特征更加凸显，敌对势力

从未放弃利用 “民族”“宗教”问题破坏新疆的和谐稳定，同时，新疆 “三期叠加”的形势尚

未发生根本改变，我们同 “三股势力”的斗争正从有形斗争转向无形斗争；四是由于历史、自

然等因素，新疆与内地之间、北疆与南疆之间、各地区之间、各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依然存在；五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已成为各族人民衡量制度好坏、社会和谐、生活幸

福、治理优劣的一项重要标准、重大需求，要统一不要分裂、要稳定不要动乱、要团结不要对

立、要进步不要倒退、要富裕不要贫困，已成为新疆各族人民朴素而真实的共同愿望；六是在

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迫切需要在系统治理、依

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上下更大气力、更大功夫。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

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对于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切实把我国制度优

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确保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

民幸福、社会安宁，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时，也为全面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同进一步深入

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密结合起来，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坚持不懈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促进各民族像石榴

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群众的 “和谐指数”“信心指数”“幸福指数”“安全

指数”和 “满意指数”，让天山南北成为各族人民群众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美好

家园。

责任编辑：耿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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