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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应处理好几个关系 

李喆

2012-3-21 10:08:38  来源：《中国民族报》2012年03月9日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重大理论创新，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探索达到

了新的高度，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就民族地区而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当处理好几个

关系。 

  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往往反映出不同的利益诉求，而首要的就是经济利益。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状况和各族人

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社会发展中经济机制与文化机制的相互融合也正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但同发达地区相比，

差距仍然较大。经济发展状况是制约一个地区文化需求的结构、层次和内容的首要因素，文化事业的发展水平、层次在一定程度

上取决于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作为文化建设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其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程度和效果就较强。因此，推进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

关注当地的经济发展，必须与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相适应，这是解决民族地区诸多困难和问题的关键。 

  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整合与思想文化多样性的关系 

  任何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通过倡导主流意识形态达成思想共识、凝聚社会发展合力的过程。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

发展的关键阶段，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不断增强，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呈现多样化趋势。面对这

种情况，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不动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引领和整合，使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但这并不等于排斥思想文化的多样性。任何社会不可能只有一种意识形态，文

化和思想观念的多样性、多变性是客观存在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民族地区，民

族意识、宗教观念比较浓厚，社情民意相对复杂，文化差异较大。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更要树立尊重差异、包容多

样、寻求共识的基本理念，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整合下，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

识。当然，尊重和包容绝不是允许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滋长，更不是要动摇主流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宗教长期存在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不是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在民族地区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正

确处理民族宗教事务必须把握的重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领会和把握，事关在民族地区全面正确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正确处

理民族宗教事务。现代社会的发展不在于是否信仰或者取消宗教，而是要有效地管理和引导宗教，消除宗教中的消极因素，发挥

宗教中的积极因素。因此，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地区的

实际，注意挖掘和弘扬宗教教义、宗教道德中有利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健康文明的内容，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使各种宗教活动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国家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先进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先进文化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反映时代发展潮流的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就是一种先进文化。必须牢牢把

握文化发展的主线和趋势，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但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发展和逐步形成的具有鲜明风

格、独特魅力的本民族文化，对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重视

民族文化，对民族文化中积极的、有益的部分，要加以继承、保护和弘扬。这样既能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民族地区得到

广泛认同，被各族群众广泛接受，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大众化；又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引领作

用，使民族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先进文化的统领下实现传统意蕴与现代价值的有机结合，从而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民族地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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