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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实施两轮“十县百乡千村万户”

示范创建工程，累计投入资金200

多亿元，打造了一批有特色、产业

强、环境好、民富村美人和谐的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村镇典型。2019

年，云南启动了第三轮“十县百乡

千村万户”示范创建工程，又将有

一大批村寨从中受益。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洱源县三营镇郑家庄是个多

民族聚居村，居住着汉、白、藏、

彝、傣、纳西、傈僳7个民族。尽管

7个民族的500余名村民在语言、宗

教信仰、生活习惯上有诸多不同，

可50多年来，大家和睦相处、亲如

一家。

傣味凉鸡、哈尼燕窝、布朗凉

鸡、大理酸辣鱼……昆明市盘龙区

金星社区每年举办的“百家宴”都

会“圈粉”无数，各民族共同欢度

传统节日，早已成为金星社区一道

亮丽的风景。

如同郑家庄、金星社区，云南

民族团结的故事数不胜数，各族群

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和

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位于宁洱县的普洱民族团结

园，有一座屹立了近70年的民族团

结誓词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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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00多名

各族群众的注视下，当地48名少数

民族代表在宁洱县按照佤族习俗，

举行剽牛喝咒水盟誓立碑仪式。而

这块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

碑”和“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

上的铮铮誓言，早已刻在无数少数

民族同胞的心中。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

筑中国梦。”云南各少数民族之

间实现互帮互助、共同前进的同

时，也得到对口发达地区和先进单

位的大力帮扶。“一个民族一个地

区结对帮扶”“一个民族一个集团

帮扶”。无论是滇沪协作、滇粤协

作，还是三峡集团、华能集团的帮

扶，一系列专项规划和特殊政策措

施，让云南少数民族群众感受到祖

国大家庭的温暖。

民族文化魅力传四方

“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

会唱歌。”在澜沧县酒井乡勐根村

老达保村民小组，快乐的拉祜族发

现，传承发展民族文化是可以带来

经济收益的：2006年以前，老达保

村民小组年人均纯收入仅1715元，

近年来，在当地成立的老达保快乐

拉祜演艺有限公司引领下，当地村

民养成农忙到田地里干活，农闲背

上吉他唱歌、跳舞的习惯，这不仅

让全组村民每年人均分红超过4600

元，也使拉祜族芦笙舞这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发扬光大。

老达保村民小组对民族文化资

源的开发，是云南在传承、保护、

发展民族文化瑰宝方面的缩影。在

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云南各民族创

造了丰富多彩、极具魅力的民族文

化，成为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创

造力和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源泉。

楚雄彝族自治州素有“中国彝

乡”的美誉，为打好彝族文化特色

牌，上海市近年来给予楚雄州诸多

帮助，如举办赛装文化节，把上海

的高端人才“请进来”，参加上海

时装周楚雄彝绣特色成衣服饰会，

“走出去”学习先进文化经验，共

同制作彝族文化宣传片以及音乐舞

剧，在全国范围内提升楚雄州影响

力。目前，楚雄全州拥有从事彝绣

的绣女7万余人，彝绣年产值突破

1.5亿元，沪滇文化帮扶让楚雄州的

彝绣服装服饰产业迎来快速发展的

春天。

此外，壮族坡芽歌书、傣族孔

雀舞等一大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走

出国门，被更多人所熟知。

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结合，民

族文化与时尚相结合……70年来，

云南在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中，实

现了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让云南

的民族文化魅力传遍五湖四海。

“独龙族人民永远感党恩、跟

党走，一定把边疆建设好、把边

防巩固好、把民族团结好、把经

济发展好。”“人民楷模”、老县长

高德荣发自肺腑的话语掷地有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70年

来，党的民族政策在云岭大地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促进各民族人心

归聚、精神相依。

不负韶华，砥砺奋进。在当前

和今后一段时期，云南将坚决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民族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以更高的标准全力推

进民族团结示范区建设，努力闯出

一条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的新路子，奋力谱写好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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