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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27 日，在宁洱县民

族团结园，参加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

县成立 30周年暨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

建碑 65 周年纪念大会活动的各届人

士，重温“新中国民族团结和民族工

作第一碑”上的铮铮誓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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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宁洱，“誓词碑精神”和“党的

领导”成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中出现

频率最高的词汇，更成为一种共识。

碑魂串起团结线

同心镇、同心村、团结村、连心

桥……这类地名，在宁洱还有很多。

宁洱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肖会强

说，这源于当地有很好的民族团结

基础。

茶源道始，盟誓之城。宁洱是普

洱茶的原产地和集散地，是茶马古道

的源头。几百年前的马帮人，驮着普

洱茶、磨黑盐走向世界。这些人来自

不同的民族，四处交朋友，风雨同

行，共同面对各种艰难困苦。茶马古

道将路与路、人与人、心与心、地区

与地区、民族与民族连在了一起，民

族间相互融合发展，形成了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良好局面。

肖会强说，解放前，这里是思普

地区的革命圣地，号称“滇南小延

安”，一大批革命志士、党的干部在

这里工作，与当地各民族群众建立了

深厚的友谊，给各民族的头人们留下

了很好的印象，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

础。1950年 12月 27日，普洱 26个民

族的 34 名民族头人和各界代表到北

京参加国庆观礼回到普洱，在现宁洱

县召开了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

表会议。期间，出席会议的 48 名代

表按照佤族习俗，举行剽牛喝咒水

盟誓立碑仪式。

这次盟誓，进一步让民族团结、

亲如一家的信念深深扎根到宁洱各族

人民的心中。而誓词碑，更被誉为

“新中国民族团结和民族工作第一碑”。

宁洱县民宗局局长彭春说，该

县将高扬誓词碑精神这一理念贯穿

整个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始终，将誓

词碑所在的民族团结园作为重要的

现场宣讲平台，经常组织人员参观

学习。同时，“民族团结园管理所”

也更名为“民族团结誓词碑研究

所”，升格为副科级单位。在中小学

开展民族团结课，让誓词碑精神进校

园。提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六

大示范”“八大工程”，将誓词碑精神

融入发展。

誓词碑的身影，可谓无处不在。

磨黑古镇，在著名表演艺术家、“阿诗

玛”“五朵金花”扮演者杨丽坤故居，

负责人李祝芳老师的解说里，多次提

到“民族团结”“誓词碑”。在云南省

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磨黑中学，李维

丽老师则表示：“誓词碑是以磨黑中学

中共地下党教师最初在该地区开展革

命工作为肇始，星火燎原发展结出的

最大硕果。”

彭春说，于 2015年 12月揭牌成立

的普洱民族团结进步干部教育学院，

与云南民族大学合作的教学基地，都

将成为高扬誓词碑精神的重要载体。

党建铸就团结魂

宁洱县是一个以哈尼族、彝族为

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全县有

17个少数民族，总人口 19.5万人，其

中，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 55.5%。

肖会强说，在宁洱的民族团结进步工

作中，特别重视“各民族都离不开共

产党”的氛围营造。

宁洱镇民政村的一个党支部书

记，看到办酒请客之风盛行，有的人

家盖牛圈、建个大门都请客收礼，百

姓负担较重，就在自家新房落成时，

只请6桌客人，而且不收礼。村民吃完

纷纷感慨，好多年没吃过这么轻松、

这么有人情味的喜酒了。在他的引导

下，大家改进村规民约，定规矩按手

印，移风易俗。

宁洱镇温泉村，曾因真人秀节目

《明星到我家》而蜚声海内外。这里有

温泉，有茶山，有璀璨的民族文化，

被称为“一个只想醉去，不想醒来的

地方”。该村党总支书记李宏玮说，他

们注意发挥村组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

用，带头发展经济，带头栽树、打扫

卫生，带头实践先进的发展理念，比

如率先“放养”一批台地茶，走发展

生态茶叶的路子，让老百姓知道什么

是放心食品。

随着娱乐明星张柏芝、秋瓷炫、

黄圣依、李金铭“下嫁”温泉村，村

民邹美有了个更响亮的名头“黄圣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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