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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少数民族权益保护实用读本》旨在通过对少数民族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介绍，帮助少
数民族朋友了解国家民族政策，维护自身权益，为我国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少数民族权益保护实用读本》主要内容包括：我国少数民族概况、我国民族立法概况、宪法对
于少数民族权益的保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经济发展和获得国家帮助的权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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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发表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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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主编参编著作3部，发表专业论文10多篇。

卫霞，甘肃省委党校法学部理论法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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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主编参编著作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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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我们说少数民族主要聚居边疆地区，并把那里称为少数民族地区。
但是，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的居民并非全是少数民族，还杂居着很多汉族人口。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大都是与汉族杂居或交错聚居。
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在内蒙古、广西、宁夏三个自治区，汉族人口都超过少数民族人口。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汉族人口虽未超过少数民族人口，但也接近全区人口的400/0。
而且，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地主要少数民族还与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杂居。
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除实行区域自治（包括自治州、自治县在内）的7个主体民族外，还居住
着39个少数民族，占该地区民族成分总数的70%多。
云南省更是多民族交错杂居，全省仅世代居住的就有20多个民族。
西藏自治区民族成分较简单，但仍有汉、回、门巴、珞巴等族与藏族杂居。
同样，在汉族集中地区也杂居着许多少数民族人口，例如上海市虽以汉族为主，但是也有37个少数民
族的居民。
就全国而言，我国几乎没有一个市或县的居民是单一民族的。
所以，我国民族分布的显著特点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
我国这种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状况，是在各民族几千年不断交往的历史中形成的。
这种民族分布有利于各民族间的交往学习，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55个少数民族中，回族、满族使用汉语，其余53个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
新中国成立前，只有21个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包括通用汉文的回、满、畲三个民族）。
文字体系有比较原始的象形表意文字、音节文字、字母文字。
字母形式有藏文字母，回鹘文字母，傣文字母，阿拉伯、拉丁、斯拉夫字母等七种。
有的民族使用几种文字，如傣族使用四种文字，蒙古族使用两种文字。
我国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具有优秀文化传统，他们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创造了大量优美动人的诗
歌、神话、历史传说，以及许多文学作品，有价值的科学典籍，产生过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和科学家。
同时，他们还创造了很多雄伟壮观、绚丽多彩、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
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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