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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管理　

在湘新疆维吾尔族群体管理问题初探①

王献志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在湘维吾尔族群体问题具有敏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点，涉维工作也存在着许多漏洞和风险，必须营造一
个宽松的民族融合的社会环境，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依法加强对在湘新疆维吾尔族群体的管理，以保障湖南省的民族团结

和社会稳定，推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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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和党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
实施，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员开始陆陆续续来到湖南，他们

在活跃城乡经济、推动城乡文化多元化、加强民族交往和

融合、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起到了

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城市管理工作带来了许多新情

况和新问题，甚至经常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正确

认识在湘新疆维吾尔族群体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敏感性，

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社会管理，妥善对待和处理涉及到维吾

尔族群体的矛盾和冲突，是各级政府推进社会经济发展、

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当务之急。

一　在湘新疆维吾尔族群体的基本状
况分析

目前，在湘维吾尔族群体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普通务工经商群体。此类人员数量最多，在湘

常驻维吾尔族人数在１５００人以上，季节性流动人口更多。
他们主要在城市的一些娱乐场所、新疆人开设的餐馆打

工；从事经营活动的维吾尔族人员大多没有固定的场所，

基本采取沿街叫卖或占据闹市摆摊设点的方式，给城市管

理带来了许多问题。

第二，学生、培训群体。这类人员自２００９年之后大幅
增加，这一群体的特点是文化素质较高，接受外部信息较

多，思想活跃。但是，他们对内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一时

很难适应，与汉族学生交往也还存在诸多障碍。

第三，灰色、边缘群体。这一群体所占比例较小，主要

从事扒窃、抢劫、诈骗、吸毒贩毒、卖淫、传销、贩卖假货等违

法犯罪活动。这一人群基本上没受过多少教育、文化水平

低、无特长，有的甚至以往就有劣迹。他们一般是结成团

伙，与新疆本地甚至境外都保持有联系，此类人员经常与

当地居民和执法部门发生矛盾和冲突，给当地的社会治安

和稳定带来严重影响。

二　社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近年来，特别是乌鲁木齐“７．５”事件之后，内地涉维事

件时有发生且呈逐渐上升趋势，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

产安全和湖南省的安全稳定，因此，必须对在湘维吾尔族

群体所引发的社会矛盾进行认真梳理并作出恰如其分的

风险评估。

（一）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

面对在湘新疆维族群体的迅速增长、涉及维吾尔族的

矛盾冲突频发的现实，我们的社会管理工作还存在着许多

的盲区和漏洞，极易发生问题和风险。主要表现在：

１．对涉维工作的重要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导致各级政
府对涉维问题缺乏重视

民族宗教问题无小事。在湘的新疆维吾尔族群体问

题与民族宗教问题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处理过程中稍有不

慎就可能酿成大事。各级政府和涉维工作人员一定要从

大局和全局的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

２．对涉维工作的复杂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工作中普遍
存在着简单粗暴或放任自流等问题

个别部门和干部存在着歧视维族、不尊重他们的文化

习俗和宗教信仰的问题；还有个别部门和干部遇到涉维经

济和治安纠纷，不去认真调查处理，而是互相推诿，抱着息

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不管不问、放任自流，使

得本来容易解决的小事情最终酿成大祸。

３．对涉维工作的特殊性缺乏清醒的认识，缺乏相应的
保障机制

各部门对做好涉维工作的主观能动性不强，职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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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缺乏协调配合，一般都是按照城市治安管理和城市管

理的套路，没有充分认识到涉维工作的特殊性，导致一些

地方不知道维族流动人口的准确数据，对他们的劳动就

业、生活状态和面临的困难等等一无所知，一遇涉维突发

事件，往往束手无策，只能被动地采取“消防队”式的处理

模式。

４．涉维工作的政策法规、队伍建设、宣传研究等方面严
重滞后

针对维吾尔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制定的法律法规

还很不完善，一些原有的政策法规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

求；民族宗教部门也存在着人员少、头绪繁杂、经费不足等

问题，直接从事涉维工作的公务人员也缺乏基本的培训，

对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学习不够；民族专业研究机构对新

时期如何开展涉维工作的研究力度不够，对广大人民群众

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进行民族知识、民族团结教育不

够，尚未形成全社会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

（二）在湘新疆维族群体引发社会矛盾激增可能影响

湖南乃至全国的稳定

从表面上看，在湘新疆维族群体引发社会矛盾与本省

普通的社会矛盾没有什么差别，但实际上，涉维的矛盾与

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相比要敏感、复杂得多，处置不好影

响和危害都将十分严重。

１．涉维问题十分敏感
从国际大势来看，民族宗教问题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一

个非常敏感、非常复杂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民族隔阂和民

族矛盾最终酿成民族和国家悲剧的事例比比皆是。从国

内形势看，２００９年发生的“７．５”事件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新
时期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任务还十分的重要和紧

迫，民族问题仍然是关系到我国长治久安、稳定发展的重

大问题，处理不好，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甚至

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带来灾难性后果。

２．涉维工作十分复杂
在现实生活中，民族问题往往表现为经济问题与政治

问题相互交织；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相互交织；民族问题

与宗教问题相互交织；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相互交织。涉

及到在湘维吾尔族群体问题，不仅表现在维维冲突、维汉

冲突，还潜伏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化、民族心理

等各个方面，有时因为一点小事甚至一句话都可能使这些

矛盾激化，给管理和处置工作带来困难。

３．湖南涉维工作的形势和总体趋势不容乐观
近年来，湖南省发生的涉维矛盾和冲突事件呈总体上

升趋势。其特点表现为：发生频次高；起因小；过程简单；暴

力冲突比例大；参与人数多；伤亡率高；负面影响大；政府

处置难；从形势和趋势看，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有进一步扩

大和加重的可能。所有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时刻威胁着地

方的和谐与稳定，也考验着当地政府的执政能力。更为严

重的是，一旦这些情况受到境内外“三股势力”的影响和控

制，就可能形成内地、新疆、境外“三股势力”遥相呼应、联

手互动，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将造成严重危害。

三　社会管理对策建议
新时期湖南省的涉维工作具有艰巨性、紧迫性和复杂

性的特征。如何落实好党的民族政策，营造一个有利于各

民族友好相处的团结、友爱、和睦、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关

系到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大

事。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站在大局的高度来认识涉维

工作的重要意义，在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上下功夫，未雨

绸缪，将矛盾和冲突化解于萌芽状态。

（一）营造宽松的民族融合社会环境

针对在湘新疆维族群体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

借鉴以往民族工作经验的同时，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完

善各种机制，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支持和从事涉维工作，

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氛围。

１．切实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法律法规和政策
形成各级党委政府都来关心在湘新疆维吾尔族群体

问题的良好氛围，各部门积极协调配合，提高服务意识和

服务质量，改进工作方法，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

策措施时要充分考虑在湘新疆维吾尔族群体的特殊性，依

法保护在湘新疆维吾尔族群体的合法权益。

２．加强宣传和引导，切实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
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发扬我党宣传工作的优势，运用

多管齐下的方式，广泛宣传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法规，要把

民族政策法规知识的学习纳入各级党委中心组的学习计

划，纳入到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社会主义学院的培训内

容，切实提高党政干部的民族政策理论水平和处理民族问

题的能力；在汉族、在湘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

大力宣传“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

少数民族之间也离不开”的“三个离不开”思想，要求所有

人都做到“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事不做，不利于民族团结的

话不说”，号召大家热爱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所有成员，

人人争当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繁荣的模范。

３．从大局着眼，从小事做起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保持国家和地方长治久安的政

治高度来充分认识涉维工作的重大意义。在实际工作中

要极力避免官僚主义，消除部门间相互推诿，人浮于事的

现象，政府部门要建立强有力的综合协调领导机构，以确

保把涉维工作纳入到政府全局性工作的范畴，建立涉维工

作目标考核责任制，相关部门要主动和维吾尔族人员进行

交流和沟通，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和实际困难，密切相互

间的联系，从小事做起，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和经营等方面

遇到的问题，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和理解，为维护稳定和进

一步加强对在湘新疆维吾尔族群体的管理打下良好的

基础。

４．加强对涉维工作的理论研究，为涉维工作提供理论
指导

针对新时期湖南涉维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

全面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政策研究部门

需要对涉维工作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研究，形

成科学的理论体系，增强对涉维工作的理论指导。

（二）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依法加强对在湘新疆维吾尔

族群体的管理

在湘新疆维吾尔族群体的管理是一项十分特殊和敏

感的政治工作，也是一项牵涉面很广的系统工程，需要制

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完善管理机制、提高管理

水平、增强协调能力，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才能做到应对

自如、游刃有余。

１．创新理念，转变思路，改变方式，建立机制，强化服务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我们党在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探索，取得了

重大进展。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进一步强调，要

“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在涉及在湘新疆维

吾尔族群体的管理问题上，我们需要坚持以下原则：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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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服务优先；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统筹兼顾，动态

协调；既有秩序，又有活力。具体方式就是将管理和服务

融合，学会用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尽可能采用平等对

话、沟通、协调、协商等办法，解决涉及在湘新疆维吾尔族

群体的管理问题，化解矛盾和冲突。

２．健全各种管理机制，制定有针对性的各项政策，形成
适合本地需要、具有本地特色的涉维管理体系

中央新疆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家“民宗委”应尽快制定

和出台国家层面的涉维事务管理的相关制度和条列，使涉

维事务管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确立新疆维吾尔族

人口的流出地与流入地的对接方式，建立湖南与新疆联动

机制，健全管理网络，及时掌握在湘维吾尔族人员的流动

和变化情况。同时畅通各部门的网络渠道，以便公安、市

容、市政和环卫等部门各负其责、相互协调。要充分发挥

街道统战部门和少数民族联络组的作用，激发他们的工作

热情，把问题尽量解决在基层，化解于萌芽状态。

３．坚持人性化管理的原则，转变作风，提高管理水平
在湘维吾尔族群体大多是来自新疆比较贫困的地区

的贫困人口，来到湖南由于语言不通、习俗不同、情况不

熟，生活、工作中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管理人员要关心他

们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有关部门应积

极主动地为他们排忧解难，在对无证乱设摊经营坚决清理

和取缔的同时，要为合法经营的在湘维吾尔族人员做好服

务工作。做好在湘维吾尔族群体当中代表性人物的工作，

最好让他们直接加入社区工作，积极发挥他们的影响和特

长为社区服务。有条件的城市还可以充分利用高校资源，

邀请在湘维吾尔族大学生共同参与社区的相关活动，创造

良好的氛围，共同促进民族大团结。

４．构建在湘维吾尔族群体性事件的防控机制
在对在湘维吾尔族群体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有效打击

的同时，针对可能发生的维吾尔族群体性事件，各地政府

要坚持立场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敢于执法，善于执

法，沉着应对，冷静处理，要建立一整套保障安全与稳定的

防控机制，加强预知预防，完善工作预案，严走工作程序，

把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为此，必须做到：

第一，贯彻以“预防为主”的防范理念。加大投入，大

力加强对在湘维吾尔族群体的情报信息搜集和分析工作，

把防范可能发生的在湘维吾尔族群体性事件的情报搜集

作为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任务来抓；同时健全各级情报网

络，及时掌握动向和可能发生的矛盾，为预防和处置涉维

群体性事件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二，加强应急管理机制。健全完善涉维群体性事件

的监测预警机制、信息报告和共享机制、风险评估和事件

调查机制、应急处置救援机制、社会动员和参与机制，还有

更为重要的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机制、省际和国际合作机

制以及善后处理机制等等。必须根据事态变化，在不同阶

段，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手段，做到刚柔相济，有利、

有理、有节。

第三，加强应急管理法律和预案体系建设。进一步完

善有关突发事件的法律法规，抓紧制定涉维的各项配套制

度和工作细则，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体系，保证各项预案

的有效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１］；一旦涉维群体事件演变

为针对政府和无辜群众的恐怖主义暴力事件，在准确判断

的基础上，要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及时予以打

击，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第四，提高应急处置能力。落实防止涉维群体性事件

的监控、防范和处置责任制，实现对涉维群体性事件的防

控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必须健全和落实严格的事件倒

查和责任追究制度，对因重要信息迟报、漏报、隐瞒不报等

工作失职引发严重的涉维群体性事件，或因采取措施不

当、不力导致事态扩大，造成人员死伤和较大经济损失等

严重后果的，要按照责任追究制度，依据法律和相关规定，

严肃追究有关人员和领导者的责任［２］。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提高处置涉维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对于保证国家安

全、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１］姚永明，徐家庆．社会转型期高校突发安全稳定事件防

控路径研究［Ｊ］．江淮论坛，２０１１（６）：１２９－１３２．
［２］杨海坤．认真看待和处理群体性事件［Ｊ］．江淮论坛，
２０１２（１）：８２－９３．

Ｏｎ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Ｕｙｇｈ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ｉｎ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ｚｈ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Ｕｙｇｈｕ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ｉｎ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
ｉｔｓ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ａｎｄａｒｄｕｏｕｓｎｅｓｓ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ｄａｎｇ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ａｋｓ
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Ｕｙｇｈｕ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ｉｎ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ｉｓｓｕ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ａｆｒｅｅａｎｄ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
ｔ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ｎｆｏｒｃｉｎｇ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Ｘｉｎ
ｊｉａｎｇＵｙｇｈｕ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ｉｎ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ａｓｔｏ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ｉｌ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Ｕｙｇｈｕ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责任编校　龙四清）

５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