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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讲述·回信背后的故事

■快评R

本报南昌 9月 26日电 （记者李龙伊）经

党中央批准，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军事

家黄公略烈士遗骸 25 日安葬在江西省吉安

市东固革命烈士陵园。

安葬仪式现场，随着《思念曲》响起，在 2
名礼兵持枪护卫下，2 名礼兵护送黄公略烈

士棺椁缓缓步入现场。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

和 国 国 歌 。 全 体 人 员 脱 帽 肃 立 ，向 烈 士 默

哀。18 名礼兵鸣枪 3 响，向烈士致敬。

棺椁入土安葬后，18 名礼

兵将 9 个花篮敬献至烈士墓碑

前 。 在 场 人 员 依 次 向 烈 士 献

花致敬，并瞻仰烈士纪念墙。

黄公略 1898 年出生于湖南湘乡，1927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广州起义，领导平江起

义，在湘鄂赣边地区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29
年 12月至 1931年 9月，转战赣西南，与毛泽东、

朱德、彭德怀等领导赣西南地区革命斗争，创

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作战中屡建战功。1931年 9月 15日，黄公略率

部转移路经江西吉安东固六渡坳，突遭敌机袭

击，不幸中弹牺牲，时年 33岁。

黄公略烈士遗骸在江西吉安安葬

本报北京 9月 26日电 （记者李昌禹）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留学人员力量”为主题的欧

美同学会大讲堂暨留学人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座

谈会 26 日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

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丁仲礼出席并讲话。

丁仲礼强调，广大留学人员要厚植爱国之情，不忘留学报国初

心，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向、同心同行。要砥砺强国之志，勇做民

族复兴先锋，着力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勇创佳绩。要发挥语言、人脉、

渠道等优势，积极助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要力践报国之行，担当

时代重任，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留学人员篇章。

来自教育、科技、创新创业等领域的 6 位留学人员代表作主题

发言并进行交流访谈。

欧 美 同 学 会 大 讲 堂 暨 留 学 人 员 庆 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远山苍翠，入村繁花。从茶马古道到

景 迈 山 ，云 南 省 普 洱 市 与 茶 有 着 不 解 之

缘。如今，从国内最大的咖啡产区之一，到

推动牛油果产业稳定发展，普洱市特色产

业加快形成，基础设施持续改善，穿境而过

的中老铁路，正让普洱走向开放前沿，民族

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

硬化路、安居房，村村
通电，光纤宽带全覆盖，当
地群众生活越来越好

硬化路、安居房，房前屋后的菜园绿意

盎然……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谦

岗村蚂蟥田村民小组，是在民族团结誓词

碑上签名的哈尼族代表方有富的家乡。

对比当年的老照片和如今的村落，可

谓沧桑巨变。“父亲在世时经常和我说，在

誓词碑上庄严地刻下自己的名字，这是他

一生中最骄傲、最光荣的事。”方有富的儿

子方财兵回忆。

1950 年，普洱市民族代表受邀前往北

京参加国庆观礼。为了从普洱赶到昆明去

坐飞机，代表们 8 月底就开始动身。翻山

越岭，走了 20 多天才赶到昆明，然后飞往

北京。“如今，普洱市有两座机场，中老铁路

在宁洱县也设了站，从村寨到北京，只需要

一天。”普洱民族团结园讲解员吴卓嶧介

绍，当年不少观礼代表是第一次见到汽车，

有代表在昆明看到发光的灯泡，非要带回

家乡照亮佤山……

如今，普洱市不仅实现了村村通电，连

普洱茶加工都用上了清洁能源。南方电网

云南普洱供电局通过改造线路、提升电网

智能化水平等措施，源源不断地将清洁能

源稳定供应给边疆村寨。同时，宁洱县所

有乡镇政府所在地已实现 5G 基站全覆盖，

所有行政村、学校、卫生室光纤宽带覆盖率

100%。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木戛乡勐糯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扎丕的曾祖父李光

保是在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签字的拉祜族代

表。担任村干部 20 多年来，李扎丕带领群

众一起努力改变家乡面貌：“草房变成了楼

房，泥土路变成了水泥路，越来越多村民开

上了汽车……”

改变的不仅是公共基础设施，还有群

众的生产生活方式。落日余晖下，不少寨

子响起民族音乐，篝火打跳不仅丰富了群

众生活，也吸引着外地的游客。行走普洱

乡村，特色民居错落有致，村组道路宽敞整

洁，农家小院花果飘香，山水田园景致怡

人 ，民 族 风 情 多 姿 多 彩 ，生 态 产 业 蓬 勃

发展。

可喜的是当下，可期的是未来——宁

洱县近三年累计投入各级各类民生资金

1.27 亿元，推进教育、卫生、社保等民生事

业高质量发展，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持续

稳定在 95%以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3.79%，义务教育实现基本均衡。

从特色产业到文旅融合，
各族群众实现增收致富

62 岁的哈尼族老人蔡凤英绣了 50 多

年哈尼族刺绣，虽然视力大不如前，却舍

不得放下针线，“我喜欢刺绣，我想一直绣

下去。”

蔡凤英是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联珠镇班

中村里数一数二的手艺人。轻轻拂过手中

精美秀丽的织物，蔡凤英说：“采棉纺线、编

织布料、植物染布，最后才是刺绣缝制。”蔡

凤英十几岁起就拿着针线，跟着老手艺人

学习，从刺绣到编织一样一样地练，技艺逐

渐精进。“我现在也这么教徒弟，用心才能

学好。”蔡凤英说。

如今，在蔡凤英等人的推动下，老手艺

焕发出新活力。绣有哈尼族纹样的筷子收

纳袋、手电筒套、窗帘……生活用品在蔡凤

英手里有了新模样，也让更多人喜爱上了

哈尼族刺绣、服饰。

从文化到旅游，普洱市持续推动文旅

融合，带动边疆产业发展。普洱民族团结

誓词碑、景迈山云海、那柯里特色小镇、困

鹿山古茶园等成为网红打卡点。因为旅

游，茶马古道上的那柯里再次喧嚣，普洱民

族团结园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鲜活教材。

不变的是绿色发展。宁洱县勐先镇的

66 户村民通过“卖空气”领到了 6.1 万余元

“年终奖”。作为全国林业碳汇试点县，宁

洱不断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新

路径，激发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动

性、积极性。“以前以为把树砍倒才能赚到

钱，没想到现在林地的树‘站着呼吸’也能

赚钱！”和平村村民刁菊换说。

而在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十

几年间，牛油果产业从无到有，成为国产牛

油果第一县。从试种到推广，普洱绿银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祁家柱带领团队探

索出产业发展新路；推行“党组织+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孟连县通过

“334”模式，农户以土地入股占 30%，企业

以苗木和技术入股占 30%，国有管理公司

及合作社、村集体占 40%，引导龙头企业、

基层党组织、农户等构建市场风险共担、发

展效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不少群众随着

产业发展实现了增收致富。

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团结
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

“当时有的民族代表心里有顾虑，不愿

意去参加国庆观礼。工作队队员下了很大

功夫，才做通了他们的工作。”吴卓嶧说，

1950 年国庆观礼，最难克服的不是崇山峻

岭，而是内心的隔阂。

70 多年后，隔阂不再，各民族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户口簿上，不少家

庭都是由几个不同的民族组成，各民族通

婚现象十分普遍。”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

民警李虹霏说，自己去寨子里也会使用一

些民族语言。如今，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

老人通过刷短视频、看热播剧等方式更多

地了解外面的世界。当年有入村的工作队

员，如今有驻村的守边民警。山寨老人出山寨老人出

门不便门不便，，普洱边境管理支队芒信边境派出普洱边境管理支队芒信边境派出

所将警务服务延伸至各村所将警务服务延伸至各村，，为村民提供为村民提供周

到的服务……

如今的普洱，无论是傣族的“泼水节”、

佤族的“新米节”，还是拉祜族的“葫芦节”，

都是各族群众一起庆祝。各族人民欢聚在

一起，穿着各自的民族服饰，唱起少数民族

歌曲，跳着传统的民族舞蹈，各民族的节日

成为各族人民团结的盛会。

在孟连，传统上傣族、拉祜族和佤族群

众因为生产方式存在差异，农忙时节会结

成“宾弄赛嗨”户。一方农忙时，农闲的另

一方就会主动帮忙，形成了“山上缺粮缺物

找坝子，坝区缺草缺柴找山上”的互助生活

模式。近年来，孟连县引导“宾弄赛嗨”户

通过相互交流农业生产经验、相互传授先

进种植技术、相互推荐新兴优势产业等方

式，以先进带动后进，形成“宾弄赛嗨”技术

共享促生产的发展局面，咖啡、澳洲坚果、

牛油果等新兴优势产业得以快速铺开。

普洱民族团结园展馆一角的笑脸墙

上，各族群众绽放着灿烂的笑容。吴卓嶧

说，近年来，不管是入队还是入团，不少学

校会将仪式安排在民族誓词碑前。“重温民

族誓词碑的历史，也能让孩子们更多地了

解 普 洱 民 族 团 结 的 故 事 。”吴 卓 嶧 介 绍 ，

2023 年以来，普洱持续打造“红色誓约+民

族团结”文化精品研学基地及精品研学路

线，促进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

来自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苏国文是写信

人之一，他生活的景迈山，去年成功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布朗族有句古话：单翅不会飞、独

脚不会跑脚不会跑、、手足要团结手足要团结。。新时代新时代，，我们各族群我们各族群

众一定共守祖国疆土众一定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共建美好家园，，让民让民

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苏国文说。

图①：普洱市思茅区曼中田咖啡种植

基地，工人在采收咖啡豆。 王承吉摄

图②：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按板镇，少数民族群众欢快起舞。

林昌云摄

图③：孟连县芒信镇康然牛油果基地，

哈尼族群众在采摘牛油果。 岩三卡摄

图④：行驶中的中老铁路列车。

王承吉摄

图⑤：思茅区倚象镇永庆茶山风景。

子 涵摄

70多年来，云南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见证沧桑巨变—

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
本报记者 朱思雄 杨文明 叶传增

9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

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回信。习近平

总 书 记 强 调 ：“ 中 华 民 族 是 一 个 大 家 庭 ，

五十六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希望

你们发扬先辈光荣传统，更好续写誓词碑

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

“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

奋斗！”1951年元旦，普洱专区各族群众举行

盟誓大会，以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立下誓词

碑，48名各族代表碑上签名。70多年来，民

族团结誓词碑见证了普洱的沧桑巨变，但不

变的是各族群众一心向党的共同情感。

——编 者

一份誓言，跨越七十余载，何以始终照

亮各族群众的心？

这份誓言见证了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沧桑巨变，也凝结着各族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与期待。从硬化道路通农家、

安全住房全覆盖到匠心制茶捻幽香、特色

民居引客来，各族群众以奋斗为笔、以团结

为墨，不断努力拼搏，在云岭大地上书写着

高质量发展的动人故事。

时空对话，情感相连。刻于石碑之上

的这份誓言，展现着当地各族群众构筑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坚定信念，更彰显

着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

共的共同体理念。打造普洱民族团结园、

建设孟连县“宾弄赛嗨”纪实馆、推出民族

团结话剧《澜沧水长》等文化精品……在广

泛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族群众在共同奋

斗、相互学习中增进理解、认同，共守祖国

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

越开越绚烂。

发扬光荣传统，续写团结佳话。相信在

新征程上，各族人民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牢记心间、融入血液，一定能够促进我国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跨越七十余载的守望相助
吴 凯

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今

年 5 月至 7 月，上海市开展“光荣之城”

2024 上海红色文化季，围绕研究出版、

展览展陈、文艺影视、社会宣教、思政研

学、旅游文创等六大板块，推出 56个市

级重点项目和 75 项全市精品活动，用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红色文化更

加可触可及、可感可知、可亲可近。

创新传播形式，红色
文化更加可感可知

红色文化季开展以来，上海各个红

色景点随处可见带着寻访手册集章打

卡的游客。将集章打卡这一形式引入

红色文化寻访活动中，成为红色文化季

火热开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上海全市共有不可移动红色资源

612 处，如何更好发挥红色资源铸魂

育人功能？“关键是要在传播形式、呈

现形式上进一步创新，提升红色文化

的亲和度和感染力。”上海市委宣传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

穿过高楼林立的新天地商圈，步

入绿树成荫的石库门街区，中共一大

纪念馆伫立眼前；走出纪念馆，红色经

典步道连接起周边众多红色旧址、遗

址、纪念设施；徒步前往中国共产党发

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整个开放式街区，犹如一幅波澜壮阔

的红色文化长卷……这里是黄浦区，

拥有经第一批《上海市红色资源名录》

认定的红色资源 143 处。

依托红色资源集聚优势，黄浦区

正努力打造可见、可触、可感的“红色露天博物馆”。“我们力争让市

民游客行走在黄浦区的大街小巷就能与红色文化不期而遇。”黄浦

区委书记杲云说。

“随处可见的红色遗址提醒着我们，来时路不易。”一名在“鲁

迅小道”漫步的游客说。

转化话语表达，红色研究成果更加可亲可近

近年来，上海依托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上

海市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等一批机构，打造伟大建

党精神研究高地。同时，举办以“伟大建党精神”为主题的大型特

展，巡展 356 场，覆盖 23 个省区市。

为了更好地将深厚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可亲可近的话语表达，

上海在红色文化季期间推出一批展览展陈，让市民游客能够更加

直观、更加深入理解红色文化。

2024 上海红色文化季启动当天，“伟大飞跃——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文物史料专题展”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开幕。452 件

各类展品，生动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理论成果与

实践成就。“作为革命纪念场馆，生动讲述红色历史是我们的本职

责任。”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薛峰说。

今年“七一”当天，“光荣之城——上海市革命场馆联盟红色

文 物 史 料 展 ”在 上 海 市 历 史 博 物 馆（上 海 革 命 历 史 博 物 馆）揭

幕。该展整合了上海 12 家革命场馆的 75 组文物文献，引领观众

走近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深刻体悟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光

荣与辉煌。

思南路 73 号的花园内绿意盎然，百年雪松巍然屹立……经过

精心修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周公馆）于 7月 23
日重新开放。这幢上海唯一保存完整并对外开放的周恩来纪念地，

打破传统封闭模式，让公众能够“零距离”感受其独特的历史文化

底蕴。

面向青少年群体，推动红色文化根植于心

在 9 月 6 日举办的 2024 年上海市微宣讲大赛决赛现场，4 名来

自上海市航空服务学校的学生，使用英语排演的原创舞台剧《黄炎

培的故事之读书立本》，再现教育家黄炎培幼时读书的故事，赢得阵

阵好评。

红色文化季期间，各活动主体聚焦青少年开展内容创作，围绕

“大思政课”大中小学一体化建设，持续丰富红色文化内容供给。

创新的技术手段，让红色文化资源更加鲜活。今年 7 月，中共

一大纪念馆推出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展“初心之旅”。观众戴上虚

拟现实头显后，在数字导览员带领下，沉浸式“亲历”开天辟地的伟

大时刻。

丰富的红色文艺作品，为城市红色文脉增添亮色。1958 年，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成为中国影史佳作。2024 年 6 月，上

海出品的同名舞剧电影全国公映，“电波”的故事再度创新表达。

作家孙甘露认为，“永不消逝的电波”这个关于无名英雄的故事，还

将被不断讲述。

红色文化季期间，上海还举办了“光荣之城少年行”活动。8
月 1 日，来自上海、哈尔滨、南京、南昌和广州等 5 个城市的 60 余名

师生汇聚在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开展上海青少年红色研学活

动。孩子们三次鞠躬、擦拭墓碑，并向烈士献花致敬：“请先辈们放

心，如今的祖国，未来的华夏，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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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昌 9月 26日电 （记者熊

家林）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

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 151 场

活动 9 月 26 日在江西宜春举办。中国社

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作题

为《加强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法治保障》的演讲。

支振锋详细阐释了国防教育法修订的

背景与意义，系统梳理了新修订的国防教

育 法 的 主 要 框 架 与 内

容、突出的亮点与重要

制度规定等。扎实推动

国防教育法落地实施，

要继续以法治方式深化全民国防教育，通

过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特色鲜明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充分发

挥社会的国防资源优势，推动新时代全民

国防教育高质量发展。

本次活动由江西省委宣传部、光明网

承办，宜春学院、宜春市委宣传部、宜春市

融媒体中心协办。光明网、光明日报客户

端对活动进行了现场直播。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 151场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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