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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光辉作灯 革命薪火引路
本报记者 张帆 唐焱 文/图

1936年4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爬雪山、过草地，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进入中

甸县境（今香格里拉市）……各族群众很快发现，这是一支不一样的队伍，是为人民利益而战

的队伍。长征胜利了，但红军的脚步没有停歇，共产党人的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迪庆高原，

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朝着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行。

亲历者说

党史学习教育进行时

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收藏着一盏
小马灯。这盏小马灯传了三代人，是当
年红军经过中甸县（现香格里拉市）金
江镇兴隆村时赠送给村民史善修的，
村里人都称它为“红军灯”。

1936年农历三月初七，红军经过
兴隆村，村里人不明真相，纷纷跑到
山里去了。村民史善修当时就躲在房
屋后面的一个岩洞里盯着家里。发现
有红军战士到了家里，正担心屋里的
财物时，家里养的水牛突然跑了出
来，在家门口地里吃起了青豌豆。刚

进家里的几位红军看到后，迅速跑出
屋外将水牛牵回牲口棚，并抱来稻草
饲喂。

目睹发生的一切，史善修心想：
“没见过这么勤快，帮助老百姓做好事
的军队，看来传闻说红军爱民、护民是
真的。”史善修不再害怕，起身朝家中
走去。

史善修刚一动就被红军发现了，
有个红军战士边招手边喊：“别怕，我
们是红军，是咱们穷苦人自己的队伍，
你帮我们做事，还会开工钱给你。”

史善修不相信会有这等好事，当
没这回事。“你们是新来的，我们这儿
的风俗是不能摸锅灶，我帮你们做饭
烧水。”说完，史善修就去劈柴、挑水、
做饭……

天黑了，红军递给史善修一盏长
方形小马灯，三面是厚玻璃，另外一
面是铁皮开关。点亮马灯，红军给史
善修讲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谈红军
做的事。

住了 3天，红军要走了，史善修怀
揣红军给的银元，依依不舍地把红军

送到神龙桥。史善修说：“希望能把你
们留下，可是留不住。”

“我们红军是代表中国千百万劳
苦大众的，现在全国人民把抗日救国
的希望寄托在红军身上，我们要北上
抗日，做抗日救国的先锋。我们不能留
下来，就留下这盏灯给你吧！”史善修
接过小马灯，盼着红军早日打回来。

红军走后，这盏小马灯伴随史善
修祖孙三代五十多年，直到被迪庆红
军长征博物馆收藏。

本报记者张帆唐焱

1936年5月2日至3日，在贺龙、任
弼时的主持下，红二军团在中甸县城
独克宗细康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
议，即中甸会议，会议提出了一系列党
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事实上，红
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进入中甸境内
短期休整时，就开始了调查研究，并对
部队进行民族宗教政策的教育。

5月5日，红六军团进驻县城后，召
开政治干部会议，传达中甸会议精神。
同时，红六军团政治部编写了民族工
作规定的政治教材，在广大指战员中
开展民族问题的宣传和教育，要求部
队官兵团结少数民族群众。19天、405
公里，3座大雪山、2次战斗，红军长征
过迪庆播下了革命火种，各族儿女踏
着红军的足迹，传承红色基因，续写新
篇，再创辉煌。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保和镇白鹤山
社区南箭新村村口的桂花树下，两位
年逾古稀的老人手拉手聊着家常，讲
到高兴处，老人开怀大笑，灿烂的笑容
把脸上的皱纹挤得更深、更慈祥。“我
们姐妹俩有什么心里话都会互相诉
说，生活中好玩有趣的事儿一起讲讲，

平日里谁家有困难互相搭把手。”一打
听，两位老人一位是傈僳族，一位是纳
西族，她们虽不是亲戚，却和睦相处了
大半辈子。

华灯初上，独克宗古城的四方街

逐渐热闹起来，大家不分民族、不分年
龄聚在一起载歌载舞，犹如当年欢迎
红军一样。和衷共济、团结友爱局面的
形成，得益于迪庆深厚的红色基因，得
益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迪庆的深

入人心。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迪庆州
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
一主线，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州，并在全国率先成立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教育实践中心和
民族团结进步协会，“三个离不开”“五
个认同”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各族群众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十三五”期间，迪庆州有 3个集
体和 8名个人被国家、省表彰为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83个
集体被国家、省命名为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单位，涌现出羊拉派出所、香格
里拉市民族小学、李荣华等民族团结
进步先进典型。进入“十四五”，迪庆
州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中央
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省委第三
次涉藏工作会议精神，践行新时代党
的治藏方略，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民族工作主题，牢牢把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
紧扣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总目标，
努力把迪庆建设成为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区的标杆。

本报讯（记者 张帆 唐焱）迪庆藏族
自治州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同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和省委
省政府迪庆现场办公会精神有机结合起
来，“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有亮
点，各级党组织充分运用“五个第一”机
制，制定出台方案，压紧压实责任，高质
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各级党委（党
组）第一时间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论述、在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最新指示批示精神及省委工作要求。州
委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开展了 2次中心
组学习、1次现场教学。

发挥“第一阵地”作用。各级各部门
通过干部职工大会、支部党员大会等形
式，把中央、省委和州委关于党史学习教
育一系列要求转化为基层的具体部署，
确保工作稳步推进。州委党校对县处级
以上干部进行全覆盖轮训，县委党校对

“村两委”干部开展全面培训，乡镇以“万
名党员进党校”为载体抓好基层干部和

广大党员轮训。构筑了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向纵深发展的“第一阵地”。

充分运用“第一课堂”。把村（社区）
党组织作为向基层党员群众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第一课堂”，通过灵活多样的
宣讲，让基层党员群众更深入了解党的
过去、现在、未来，引领各族群众感党恩、
听党话、跟党走。

深入践行“第一自觉”。督促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自觉利用“学习强国”“云岭
先锋”等平台开展自学，确保党员干部在
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能力上主动跟
上新形势、新要求，不断坚定思想自觉和
实践自觉。

严格落实“第一维稳”机制。把党
史学习教育同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
会稳定工作深入结合起来，扛实维稳
第一责任。通过瞻仰红色遗迹，聆听红
色故事，缅怀革命先辈，充分认识国家
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可贵，激
发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热情，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反分裂斗争的
信心和决心，以更加有力的举措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

“每逢过年过节，母亲就会从枕头
下拿出一个麻布包，解开一根根带子，
取出一件粗粉蓝布的双长衫，高高兴兴
穿上身，一年又一年，直至去世。”从母
亲这个“习惯”说起，香格里拉市金江镇
车轴村村民和敬向记者讲述了一个 70
多年前的故事。

和敬的母亲名叫龚莲莲，红军长
征过中甸那时，她家里无田无地，住的
是一间矮小草房，屋外下大雨，屋内泥
水满地。平日，她帮人打短工，丈夫做
篾匠，过着饱一顿饿一顿的日子。1936
年农历三月初五，红军先头部队过中
甸县金江镇车轴坝，拿出一些新衣服
送给群众，龚莲莲分到了一件粉蓝粗
布褂子和一件粗粉蓝布双长衫。同时，
红军还送了两斗多稻谷、五斗包谷给
她们家。

“吃过黄连苦，才知蜂蜜格外甜。水
深火热遇恩人，恩人深恩永不忘。”第一
次穿上新衣裳，对于龚莲莲来说，是一
件不可忘怀的喜庆事。她说，恩人送来

“红军衣”，怎么舍得把它常穿在身上。
1949年龚莲莲送和敬参军，1955年

和敬复员回家，龚莲莲的“红军褂子”虽
然补丁加补丁，但仍穿着，可那件长衫
还是舍不得穿。

“红军的恩情不能忘，更重要的是
革命传统不能忘。作为一名复员军人，
本色不能忘。”和敬说，受母亲的影响，
他把军服像母亲保存“红军衣”一样呵
护起来。“如今，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住新房、盖新被、穿新衣，
以后的日子再幸福、再美好，都不能忘
了红军走过的路。”

本报记者张帆唐焱

本报讯（记者 张帆）党史学习教育
启动以来，迪庆藏族自治州非公有制经
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结合实际，以

“六课堂”搭建工作载体、创新学习方
式，做到抓学习促工作和抓工作促学习
相结合，实现两不误两促进，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全面对标、学深走实。

“理论课堂”专题学。以党支部为单
位，依托“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活动，
利用中午、晚上等生产经营间隙，采取
党支部委员领学、诵读原文原著、读书
会等方式组织党员开展 4本必读书目
的集中学习，做到规定动作不走样。目
前，全州“两新”组织党组织开展集中专
题学习 972 场次，党员参加集中学习
4208人次。

“线上课堂”灵活学。各党支部开展
线上“党史微课堂”“党史知识大家答”

“党史感悟大家谈”等学习活动，每日推
送党史知识，切实提升了学习效果和质
量。和翔环保党支部、藏香猪养殖合作
社党支部等采取手机App、党员微信群
等开展“产业链上建支部，脱贫致富挖
穷根”学习讨论活动，进一步丰富党史
学习教育的形式，用党员喜闻乐见的方
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联建课堂”交流学。州级“两新”组
织行业党委、县（市）“两新”组织工委充
分发挥牵头、领头、带头作用，采取“两
新”组织党组织联合学、机关“两新”联
建学等方式，推动“两新”组织党组织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
“实景课堂”感悟学。充分利用红

军长征博物馆、红二、六军团长征过
迪庆红色遗迹等红色资源，组织“两
新”组织党员通过听讲解、看实物、忆
过往开展现场课堂教学，在观看老照
片、老物件中加深对党的发展史、奋
斗史和奉献史的体悟，教育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职工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
色基因。

“身边课堂”丰富学。深入开展老党
员讲党史系列活动，让老党员与新党员
面对面、心贴心讲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发
展历程，切身感受从播下革命火种的小
小红船，到领航复兴伟业的巍巍巨轮，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取
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号召广大党
员学习立足岗位、奉献社会。同时，各支
部还组织党员观看《建党伟业》《扎西
1935》等红色影片，使党员学习教育更
加鲜活、立体。

“生产课堂”实践学。把党史学习教
育同生产经营、为民服务结合起来，开
展提供就业岗位、帮销农副产品、开展
订单合作等“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用实际行动践行和检验学习成效。
全州非公经济组织为招聘大学毕业生
18个，提供群众就业岗位 1860余个，帮
助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销售
农特产品 22.6吨，签订合作协议、销售
订单累计1600余万元。

“六课堂”
让党史学习教育走心见实效

辉煌历程

红色故事

传了三代人的“红军灯”

中甸会议召开的第一天，贺龙率
领 40多名红军将士到松赞林寺，向松
赞林寺和藏族同胞表示感谢的同时，
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宣传党的
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贺龙说:“红军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其宗旨就是要
解放全中国，使各族人民都过上幸福美
满的日子。”会后，贺龙向松赞林寺赠送

“兴盛番族”的锦旗，祝福藏族人民繁荣
昌盛。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
初心使命，自我们党诞生之日起就牢牢
熔铸进共产党员的血脉基因。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1936年5月1
日，红军和各族人民群众欢聚一堂，贺
龙说：“我们红军是为人民的军队，都是
一家人。这次相处是短暂的，以后回来，
还要长期相处下去，把祖国边疆的中甸
高原，把我们居住的地方，建设成如花

似锦的乐园。”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既
是一种红色基因，连接着历史与现实，
也蕴藏着无穷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共产党人攻坚克难、一往无前。

“在迪庆，长征播下革命的火种，
留下革命的足迹。”香格里拉市东旺乡
宣传委员扎史此里说，雪山压顶不低
头的精神是红军翻越雪山、不畏艰苦的
生动写照，如今抬头看到大小雪山，就
会想起长征精神，并激励迪庆儿女奋勇
向前。

拉宗出生并成长于东旺乡新联村
色从村民小组，她家过去一直住在石头
垒砌的房子里，除了窗户透进来的阳光
和火塘照起的一点亮光外，其他地方都
是漆黑一片。近年来，色从小组的喜事
一件接着一件。2016年9月30日，色从
的公路通了；2017年12月，村里告别了

靠松明、蜡烛照明的日子；2018年5月，
村里有了手机信号……拉宗家盖起了
新房，家具、家电一应俱全，水泥路修
到了家门口。如今，村子里还发展起了
羊肚菌等产业，拉宗一家同全村人一
起过上了好日子。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同奔小康路
上，迪庆州用活红色资源，解读“从哪
里来”密码，诠释“走向何方”路标，大
力发扬红色传统，赓续共产党人精神
血脉，持续巩固拓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深入开展“拥护
核心·心向北京”主题教育，创新实施

“红旗工程”等具有迪庆特色的党建工
作载体，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
的精气神。

2018年，香格里拉市和德钦县在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县中率先实现脱

贫摘帽，2019年维西县实现高质量脱
贫摘帽，迪庆州如期兑现整州脱贫的
庄严承诺。至此，全州纳入建档立卡管
理的74139名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
贫困发生率从24.95%下降到0%，雪域
高原的沧桑巨变、一步千年，迪庆各族
儿女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前所未有
得到增强，发自肺腑地拥护核心、永跟
党走。

“十三五”时期是迪庆州综合经济
实力提升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民
生保障最有力、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
的时期。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
还在后头。迪庆州将紧扣稳定、发展、
生态、边疆稳固四件大事，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着力
补齐民生短板，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
幸福美好的生活。

“五个第一”
高质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一件“红军衣”

用活红色资源 共同富裕奔小康

传承红色基因 民族团结一家亲

重温入党誓词

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向松赞林寺赠送向松赞林寺赠送““兴盛番族兴盛番族””锦旗塑像锦旗塑像红军长征入藏第一站石碑红军长征入藏第一站石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