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神火炬代代传承同梦

夜幕降临，火光融融。围坐在火
塘边，既讲解政策又拉家常，既讲红
色故事又学习党史。在普洱的村村寨
寨，“火塘夜校”随处可见。

“革命先烈的红色故事，深深触
动着我这颗热血沸腾的心，更加坚定
了我对党的信念，作为年轻的党员，
要担负起社会责任，磨炼自己的意
志，在为民办实事中不断为青春增添
信仰、奋斗、素质‘底色’。”这些天，孟
连县委组织部党史学习教育“红色故
事大家讲”开讲，“火塘夜校”成了党
员干部到基层一线，到挂钩村、到群
众中讲授红色故事的重要载体。

“火塘夜校”就是利用群众农闲
时间，积极深入群众喜欢集中的场
所，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大力宣传
党的方针政策和扶贫政策。“火塘夜
校”工作改变了过去集中开会，模式
化标准化的读讲稿，采取群众易于接
受、乐于接受的方式，用身边人讲身
边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在轻松
融洽的氛围中向群众传递党的富民

惠民政策，达到了事半功倍的宣传
效果。

宁洱县谦岗村正在建设一个特别
的“火塘夜校”，它是为了纪念在民族
团结誓词碑上签字代表方有富而建，
这里将通过展示方有富的事迹和品
格，让民族团结精神更加深入人心。

70 年前，方有富从谦岗村走出
去，参加了思普大地上的那一场盛
会，成为了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
的见证者。那时候寨子里每户人家都
有一个火塘，回到家乡，方有富围坐
在火塘边给群众讲述民族团结故事，
在火塘边上带大家识字讲课，讲北京
观礼团的故事和誓词碑的故事。多年
来，正是他带头践行民族团结誓言，
带领群众团结致富，描绘出了一幅美
丽的乡村蓝图。重温历史，启迪心灵，

“火塘夜校”在普洱大地星火燎原，展
现了普洱市各族干部群众宣传党的
民族政策、践行普洱民族团结誓言的
不变初心。

本报记者沈浩

辉煌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普洱边疆民族地区社会

矛盾错综复杂，民族之间疑忌不团结，各少数民族与

汉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隔阂。1950年 3月思普区全

境解放后，思普地方党组织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

族政策，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光辉照耀到滇西南这

片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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铮铮誓言镌刻于心
本报记者刘宣彤李汉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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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进行时

解放前，以陈祖武、杨正元、罗有祯等
人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在思普区积极
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鼓励各
族群众为自由幸福而团结奋斗。1946年6
月，为重建被国民党反动派彻底破坏达10
余年之久的思普地区中共党组织，根据省
工委的部署，滇南工委派齐亮到墨江发展
党员并成立了墨江中学党支部。为适应思
普区形势发展的需要，省工委决定成立中

共思普特别支部，由省工委直接领导，负
责领导思普区的革命工作，陈盛年担任特
支书记，并成立了由陈盛年兼任支部书记
的磨黑党支部。同年8月，省工委决定，墨
江地下党组织接受思普特支领导。

“1949年 7月 1日，中国共产党思普
地区委员会正式成立。1950年3月，中共
云南省委批准撤销中共思普地委，成立
中共宁洱地委，宁洱地委辖宁洱、思茅、

六顺、墨江、景东、景谷、镇沅、江城、澜
沧、宁江、车里、佛海、南峤、镇越、沧源、
双江、缅宁17个县委。”普洱民族团结研
究所副所长吴卓嶧介绍。

1950年 8月，党中央从实现民族团
结、消除民族隔阂、巩固边疆稳定的战略
高度出发，决定从全国各地的兄弟民族
中选派代表，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一
周年国庆盛典。对此，省委和地委将其作

为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的一项重
要工作任务，选派地委委员、统战部部长
昌恩泽、澜沧县竹塘区区长龚国清、民委
主任李晓村等一批熟悉当地民族习俗、
善于和民族群众打交道的党政干部冒着
生命危险，到车里、佛海、南峤、澜沧（当
时包括西盟、孟连）、宁江、沧源等边疆民
族地区，挨家挨户上门开展宣传动员工
作，不达同心，誓不罢休。

本报讯（记者 沈浩 李汉勇）在
普洱市民族团结誓词园内，每天都能
看到一批批参观者瞻仰民族团结誓
词碑，跟着讲解员重读和聆听碑上镌
刻着那跨越时空、激动人心的誓言。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普洱市注重
发挥民族团结誓词碑等红色资源的
教育引导功能，采取主题党日、专题
党课、现场教学等形式开展“传承红
色基因”“红色故事大家讲”等系列活
动，讲好中国共产党领导边疆各族人
民争取解放、共同繁荣、走向复兴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在
普洱生动实践的故事，不断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

日常教育彰显民族团结精神。
创新示范教育载体，在青少年学生
中常态化开展“践行民族团结誓词
碑精神”“清明祭英烈”“传承红色记
忆”“童心向党”系列活动；各级各部
门把重温民族团结誓词纳入主题党
日“规定动作”，创新“党建+民族团
结+N”“民族团结+志愿者服务”“楼
栋党建联盟单位集体活动”等教育
模式，将学习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
与党建、为群众办实事、爱国主义教
育等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践行初
心使命，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三
个离不开”思想，让民族团结进步意
识深入人心。

文艺作品演绎民族团结精神。围
绕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先后拍摄创
作了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民族团结
誓言》、电影《誓言》、微电影《誓词碑
上的往事》、花灯剧《盟誓》、音乐剧
《阿佤人民再唱新歌》、报告剧《宾弄
赛嗨》等一批文艺作品，进行广泛刊
播、展演，弘扬民族团结精神，传播民
族团结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

现场培训筑牢民族团结精神。充
分发挥首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基地示范作用，面向全国各地党员群
众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培训；依托普洱
民族团结进步干部教育学院，开展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红色教育、党史教
育，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采取“火
塘夜校”“革命后代现身讲”等形式，
组织党员群众聆听思普革命故事、民
族团结誓词碑故事等红色故事，了解
光辉历程，缅怀革命先辈。

红色旅游传承民族团结精神。以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为核心，串联起
磨黑中学、杨正元故居等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资源，打造红色旅游线路，实
施好红色村组织振兴和建设红色美
丽村庄试点工作，把红色美丽村庄打
造成集红色文化、党性教育为一体的
党员教育培训基地，让广大党员群众
在行走中追忆先辈、珍惜当下、激发
斗志、畅想未来。

“火塘夜校”情谊浓

本报讯（记者 沈浩 刘宣彤）日
前，普洱市思茅区推动“一把手”走进
直播间接受问政和现场解答，推进民
生工程问题及时有效解决。目前已处
理民生问题 42件。这是今年以来普
洱市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缩影。

以实际行动向建党 100 周年献
礼，普洱市多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广泛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明确每个领导班子和每名
领导干部，年内围绕 10件民生实事，
至少为民解难题、办实事 2件，普通
党员至少参与 1次志愿服务，为民办
1件实事好事。普洱市委常委班子和
成员带头开列“民生实事计划”。截
至目前，收集民生实事计划 709件，
其中，市委常委班子 14件，领导班子
成员（个人）“为民办事清单”1238
件，党员（个人）“为民办事清单”
4174件。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深入人心，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为民办实事的内生动力。普洱
市用好“六个课堂”和一批载体，扎
（实）抓实专题学习。突出县处级以
上领导干部、普通党员、青少年 3个
群体，围绕 4本制定教材和其他重要
参考资料，推动专题学习学深悟透。
确保专题宣讲全面覆盖，共开展各
类宣讲 1600余场次。同时，积极开展
专题培训、专题党课等多种形式的
学习教育活动。

目前，利用思普革命老区纪念
园、普洱民族团结园、磨黑中学等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杨正元故居等红
色资源，组织党员干部开展现场教
学 500 余场次。围绕“永远跟党走”

“传承红色基因”“学习先进典型”
“红色故事大家讲”等主题，组织开
展“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
主题活动 1500余（场）次。结合普洱
少数民族文化，积极开展双语党史
学习宣传教育。

学党史传承精神
办实事为民服务

弘扬“誓词碑”精神
筑牢民族团结根基

盟誓立碑后，各县代表以适合各自
的民俗民情方式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
策，涌现出了一大批坚贞不屈、恪守誓
言，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团结、捍卫民
族团结誓言的民族代表。如，宁死不屈的
傈僳族代表李保、恪守誓言的佤族青年
岩火龙、一生跟党走的傣族代表召存
信……他们的英雄事迹与日月争辉，他
们的精神火炬代代传承。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体现了普洱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共有精神家
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达了一心
一意跟党走的坚如磐石的铮铮誓言；谋
划了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
上好日子的美好愿景，是党的民族政策
和统一战线政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成
功案例。

“今年是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70周
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普洱各
民族兄弟秉承和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精

神，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心一德跟党走’
的不朽誓言和同心永结的豪迈情怀。”宁
洱县民族团结研究所工作人员苏梅激动
地说。

实践证明，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是
党领导各民族群众，贯彻和执行正确民
族政策，进行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
命，并取得伟大胜利的标志；是各民族永
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不朽见证。
它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新

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人类民族史上唯
一的丰碑”和“新中国最早开展民族团结
创建活动的物证”。

如今，在普洱大地，民族群众围绕
“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目标，在
文化上兼收并蓄、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在
情感上相互亲近，开创多民族国家民族
团结进步的新纪元，呈现出民族团结、宗
教和顺、边疆安宁、社会和谐、文化繁荣、
经济腾飞的和谐景象。

当年，党政干部们排除万难，动员了
35名民族代表，并安排了 8名随行人员
共 43人，组成普洱区赴京观礼代表团，
走出边疆，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一周年的国庆盛典。

10月 1日一大早，代表们就被安排
到天安门城楼的左边观礼台上进行观
礼。当工人、农民、学生队伍一队接着一
队，“毛主席万岁”的呼声此起彼伏时，
在场的代表们都深感震撼。“在北京，代
表们 4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还给每一

位代表赠送了呢料制服、衬衣、皮鞋、袜
子、毛巾、牙刷、口杯等物品。10月 28
日，大家联名写信感谢毛主席后，才依
依不舍地离开了北京。”宁洱县史志办
张兴政说道。

宁洱地委得知赴京观礼团的代表即
将返回宁洱的消息后，便组织各个民族
选出代表，在当时的普洱专区所在地宁
洱县城召开了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
表大会，来自全区的 26个兄弟民族（含
支系）代表及地方党政军领导代表共

300余人参加了会议。在 12月 31日的讨
论会中，有代表提出，要让子孙后代都知
道这是一次各兄弟民族团结发展的大
会，如此隆重的大会应该进行剽牛、喝咒
水盟誓，把誓言庄严地刻在石碑上，永远
铭记流传。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
同意。

1951年元旦，在普洱（1951年 1月 1
日宁洱县改称普洱县）红场召开了千人
大会，举行了隆重的剽牛、喝咒水仪式，
地委书记张钧带领大家庄严地进行宣

誓：“我们26个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
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
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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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誓。”随后，
48位各民族代表和党政军领导分别用
傣文、拉祜拼音文和汉文签下了自己的
名字。至此，在普洱大地上矗立起了滇南
地区乃至全国第一块、象征各族人民大
团结的历史丰碑——普洱民族团结誓词
碑，各民族也从此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心。

党的号召引领群众走出去同行

民族团结在群众心里生根同心

誓词碑见证者方有富

民族团结精神代代相传
70年前，方有富走出宁洱县谦岗

村蚂蟥田村民小组，参加了思普大地
上的那一场盛会，在普洱民族团结誓
词碑上庄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成为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的见证者、
参与者，同时也成为了普洱民族团结
誓言的践行者和普洱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区建设的引领者。

方有富 10岁时，颇有远见的父亲
把他送入谦岗学堂就读，1949 年 7
月，19岁的方有富遇到了影响他一生
的人——民工团团长杨慧。方有富积
极报名参加民工团，认真履行站岗放
哨工作职责，杨慧十分看好这个年轻

人，安排他负责学习文化识字班，既组
织村民学习文化，又宣传党的方针政
策，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同心
同德跟着共产党走。

同年 11月，杨慧在景谷叛乱中不
幸被捕，英勇就义。杨慧的革命精神深
深鼓舞了方有富。1951年元旦，方有富
出席了普洱区各民族首领和代表人士
以及普洱区党政军领导人参加的第一
届兄弟民族代表大会，并于 1951年元
旦以哈尼族代表的身份坚定地在普洱
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签下了他的名字。

1963年 11月，方有富退伍回乡投
入到家乡的建设中。当时的蚂蝗田，村

舍都是茅草房，没有电，不通公路，哈
尼人还在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下过着
艰难的日子。在方有富的带领下，群众
办起了烧瓦厂，家家户户盖起了木制
梁架结构的新瓦房。方有富还下决心
建设谦岗水电站，发电供全村使用，改
变群众的生活条件。在方有富的努力
下，1974年，水流湍急的谦岗河上建起
了一座 28千瓦的小水电站，深山蚂蝗
田的村舍间从此亮起了灯光，谦岗村
群众第一次用上了电灯。1999年，方有
富年近七十，没有通往外界的公路一
直是他的一个心结。为了把进入寨子
最后一段路修通，方有富一边组织群

众修路，一边专门找相关部门汇报，县
交通局到实地考察后，立项 8万元，公
路终于修进了蚂蟥田寨子。

“小时候，父亲常常和我们讲述誓
词碑的故事。他说，我们必须团结奋
进，要将‘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
庭而奋斗’的誓词碑精神传承下去。
如今我从父亲手中接过了民族团结
誓词碑义务讲解工作的接力棒，决心
承担起这份重任，也要继续发扬父亲
为群众办实事的精神，带领村民共同
发展和进步。”方有富的儿子方财兵坚
定地说。

本报记者 刘宣彤

1950年 6月，澜沧县民族事务委员
会的李晓村按普洱地委的电报通知赶
到沧源岩帅，请岩帅头人参观国庆一周
年庆典。可头人们顾虑重重。经商量，李
晓村带领田子富、赵三宝、田子明、赵正
兴、魏文成和肖子生 6人代表沧源方面
前去。其中，除魏文成外，其余 5人都是
20岁左右的佤族头人子弟。他们既代表
了头人又代表了群众。

10月 1日上午，西南民族观礼团和
全国各地的代表一起登上观礼台。广场

上站满了排列整齐的解放军队伍和北
京及其他地方参加庆典的队伍。当毛主
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
时，广场上欢腾起来，军乐声、掌声、鼓
声、欢呼声交织响亮，毛主席站在城楼
上，向大家频频挥手致意。“毛主席万
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
岁！”呼声响彻云霄。

慷慨激昂的场面看了让人振奋。肖
子生回忆，当时思绪万千，心中千言万
语：“我们的祖国真伟大，我们的军队真

威武……”“我肖子生是第一个到北京，
第一个参加国庆盛典，第一个见到毛主
席，第一个坐上汽车、火车、轮船、飞机
的阿佤人，还有同胞同乡田子富、赵正
兴、魏文成和西盟的岩火龙、拉勐等同
胞，我们都是千人万人中的第一个，是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肖子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
“当毛主席同我握手的时候，我感到他
的手很大，很温暖，看到他老人家慈祥
的面容，真是舍不得放开手。”回到普洱

县城后，肖子生积极参与了民族团结誓
词碑创建仪式，作为佤族代表宣读并讲
解了赴京国庆观礼团的报告。在佤族

“剽牛”、喝咒水仪式后，为了上碑，各族
代表争先恐后地在红布上签下自己的
名字，肖子生不仅签了名，还帮助不识
字的代表签名……

时隔几十年，当时严肃而热烈的场
面依然常常出现在肖子生的眼前，回荡
在他的心中。

本报记者刘宣彤沈浩

民族观礼团成员肖子生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阿佤人

亲历者说

普洱税务部门开展学党史担使命活动。

宁洱县在民族团结园举行爱国主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