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洱镇温泉村：

民族团结一家亲
温泉盛开幸福花

温泉村位于宁洱哈尼
族彝族自治县宁洱镇东南
部，村内居住着哈尼族、
彝族、白族、回族等多种民
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
总人口的62%。多年来，
温泉村“两委”以开展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活动为
契机，弘扬民族团结誓词
碑精神，筑牢了“三个离不
开”“五个认同”和“五个维
护”的思想，全村上下形成

“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民族
团结进步发展格局。

村庄美起来
沿着蜿蜒伸展的乡间

公路，穿过碧绿的茶山和
田野，一个山清水秀、风景
秀丽的美丽村庄展现在世
人眼前。

“以前总盼着过城里
人的生活，羡慕他们住得
干净，现在是城里人羡慕
我们村里人过得舒坦。”温
泉村上南温村民小组长白
家琴自豪地说。

近年来，温泉村按照
“突出民族特色、生态田园
村庄、宜居宜业宜游”的发
展定位，坚持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设计、全方位建设，
全面打造美丽乡村。16
个村民小组全面实施美丽
乡村建设项目，建成文化
活动场所 13个，修建硬化
路 20.5公里、旅游公厕 7
个，架设了自来水管网，太
阳能、沼气池普及率达

85%以上。2014年，温泉
村被宁洱县委政府授予

“民族团结示范村”和“生
态有机示范村”称号。

邻里乐起来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

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
开……”晚上7点30分，随
着音乐响起，温泉村文化
广场成了一片欢乐的海
洋，村民们吃过晚饭后纷
纷走出家门聚集在这里，
跳起了广场舞，哈尼族、彝
族、汉族等各族群众载歌
载舞、其乐融融。

“我们村里，汉族尊重
哈尼族传统，彝族团结回
族乡亲，邻里之间关系都
非常和谐，像石榴籽那样
紧紧抱在一起。这不，没
事大家就聚在一起，跳舞、
散步、聊天，日子过得别提
有多开心了。”村民邹美的
脸上挂满了笑容。

近年来，温泉村“两
委”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
步宣传等系列活动，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群
众日常生活，培育了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全村 16个村民小组
均组建了业余民族文艺演
出队，并通过山歌小调、民
间快板、民族舞蹈等形式
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
家的感恩之歌，增强了广
大群众的文化认同和脱贫
自信。

磨黑镇团结村：

民族团结花更艳 乡村振兴谱新篇
近年来，宁洱哈尼族彝族自

治县磨黑镇团结村以红色精神
的传承赓续不断激发广大群众
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磅礴力量，
形成各民族牢牢拧成一股绳，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发展局
面，谱写出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
互促互融的新篇章。

民心聚起来
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

关键在人。团结村以村组换届
选举为契机，从加强村党总支班
子建设入手，把那些带领群众致
富有办法、维护民族团结有思路
的党员、骨干选拔到村“两委”、
村民小组中，选优配强了村组领
导班子。另外，以党支部规范化
建设为根本，高质量、高标准建
设完善“党员之家”、农家书屋、
党务工作公开栏等，利用多媒体
教学设备加强党员的教育管理，
提升党员干部队伍素质，让每一
名党员都成为维护团结稳定、促
进共同富裕的一面旗帜。

近年来，团结村党总支分别
被各级授予“普洱市示范党支
部”“宁洱县基层党建红旗村”

“县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等荣誉称号。

群众富起来
2017年，团结村党总支书记

刘松带领村“两委”以“党组织+
合作社+企业+农户”的发展模
式，发动 612 户农户种植芒果
5300亩，指导农户向专业化、标
准化、产业化发展转变，并通过

“改变群众观念，发展烤烟产业”
“创新发展模式，引进新兴产业”
“积极建设冷库，稳定蔬果产业”
三步走，带领全村群众推动产业
发展，增收致富。

如今，全村近90%的农户加
入了村级合作社，甜脆芒果、烤
烟、咖啡、蔬菜等产业协调发展，
种植规模达 1.2万余亩，农户户
均有产业 18亩以上。同时，建
成了日储量 500吨的冷库，形成
了产销一体化的绿色产业链，构
建了“村、社、企、户”四位一体发
展模式，盘活壮大了村级集体经
济，探索走出了一条村集体、村
民、企业多方受益的乡村振兴新
路子。

2020年，团结村农村经济总
收入达8839.4万元，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 15395元，建档立卡
贫困户全部脱贫，实现村级集体
经济收入100万元以上。

勐先镇蚌扎村民小组：

传承民族文化
凝聚团结力量

宁洱哈尼族彝族自
治县勐先镇宣德村蚌扎
村民小组是一个典型的
哈尼族村寨，有常住农户
68户 352人，其中哈尼族
346 人 ，占 总 人 数 的
98.3%。近年来，蚌扎村
民小组紧紧依托独特的
民族文化资源，建“实”基
础设施，建“美”民族村
寨，建“强”产业发展，建

“新”民族风俗，打造出民
族文化鲜明、生态绿色宜
居、民族团结和谐的美丽
乡村。

党建引领
从“管理”走向“治理”

蚌扎村民小组因发
展基础薄弱、群众意识落
后，发展一度滞后。为
此，宣德村党支部把民族
村落治理作为推动蚌扎
发展的重要抓手，结合实
际探索了“支部定制度、
小组推落实、能人助治
理”的管理模式，通过支
部抓、党员带、群众跟，大
力倡导村民自治。

另外，通过健全完善
议事决策、服务群众、村
容村貌打造、环境卫生管
理、民风民俗规范等制
度，引导群众充分参与到
村组治理和村庄建设中
来，对基础设施建设、农
业产业发展、低保补贴发
放等事关民生的组内重
大项目建设和重大事项
共同商议、共同执行、共

同建设、共同管理，形成
了“议事决策、当家理财、
约定村规、群防群治”的
良性机制，推动组内有效
治理；大力实施“素质提
升”工程，利用小组文化
活动场所积极开展传统
文化培训会、种养殖和移
风易俗培训，促进优良家
风、新型民风的形成。

承旧赋新
以民族文化凝心聚魂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
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
结的根脉。长久以来形
成的以茶文化和哈尼民
俗文化为代表的“蚌扎哈
尼文化”是民族群众之间
心灵契合、团结协作的精
神引领。近年来，蚌扎村
民小组突出打好“文化
牌”，以民族文化凝心聚
魂，以多种方式保护、挖
掘、传承、发扬蚌扎哈尼
文化。

工作中，建成民族文
化活动室（活动广场）、民
族文化传承展览馆、农民
文化书屋、民族文化墙等
文化传承阵地，为群众提
供“学、乐、传”的场所。
同时，利用每年传统的

“苦扎扎节”节庆活动开
展民族、民俗文化展示及
民间竞技等文化活动，弘
扬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激发了民族群众建设美
好家园的内生动力。

梅子镇小宽粟村民小组：

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
共享繁荣发展硕果
近年来，宁洱哈尼族

彝族自治县梅子镇建设村
小宽粟村民小组依托传统
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以完
善基础设施、文化活动场
所，培植特色产业和移风
易俗为抓手，多措并举扎
实开创民族团结事业新局
面，民族团结进步亮点纷
呈。

坚持一条主线
创建一个示范
建设村把坚持党的领

导贯穿于民族工作全过
程，着力把党支部、党小组
建设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带领群众致富、
维护社会稳定、守卫边疆
领土的坚强战斗堡垒。
2020年，建设村被云南省
民委评为省级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村。

工作中，村“两委”注
重把有威望、能力突出的
少数民族群众培养为村组
干部，坚持以班子的团结
带动各民族同胞的团结。
组织党员、群众到民族团
结园、思普革命纪念馆、那
柯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
进行沉浸式学习，传承和
发扬民族团结誓词碑精
神；通过开展慰问、走访活
动，向各族群众宣传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人人
讲民族团结的情、人人讲
民族团结的话、人人做民
族团结的事，带头维护民
族团结、带头维护社会稳
定、带头维护各民族根本
利益的良好氛围。

组建一支队伍
拧成一股力量
小宽粟村民小组充分

发挥组内党员带头作用，
组建党员示范队，以身作
则、以点带面，开展“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主题
教育活动，讲好宁洱县在
脱贫攻坚中涌现的各民族
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先
进事迹，各类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工作开展得有声有
色。

与此同时，小宽粟村
民小组筹资组建芦笙、陀
螺民族文艺队，每年组织
各类演出活动 40余场次，
在 2支文艺队的影响下，
组内老老少少均会唱会跳
芦笙调，每逢节庆，村民里
三层外三层围在一起快乐
地唱唱跳跳，芦笙文化成
为全村发展的一大亮点。
修订完善村规民约，自觉
传递文明新风尚、维护村
庄卫生，极大改善了村容
村貌。如今，组内民族同
胞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
在一起，逐步走上文明与
文化融合发展之路，村民

“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
升。

随着深入推进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小宽
粟村民小组牢牢把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一条主线，大力
弘扬“民族团结一家
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时代主旋律，各族群
众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得到充
分调动，在精准发
展上出实招、下实
功、见实效，把民
族地区特色资
源优势转变为
经济优势，实
现各民族共同
团结奋斗、共
同 繁 荣 发
展。

德安乡兰庆村：

民族团结“一支舞”
乡村振兴迈开步

德化镇绿荫塘村民小组：

谱写“连心曲”
凝 聚 同 心 力
那迁村绿荫塘村民小组是宁洱哈尼族

彝族自治县德化镇第一批美丽乡村建设点，依
山傍水、生态优美、物产丰富。近年来，德化镇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的重要
论述，以民族团结筑牢乡村振兴之基，引领产业发
展，带动美丽乡村建设，打造出民族特色鲜明、生态
环境良好、民族团结和谐的美丽乡村。

聚民心

绿荫塘村民小组多次召开组员大会，不断完善村
规民约等各项管理制度，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
让群众充分参与到村组治理当中，充分享受村庄发展带
来的红利，最大限度地集中民智、激活民力、凝聚民心。

另外，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把党史学习教育
与巩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成果工作相结合，将小组民
族文化活动室作为少数民族群众的教育培训阵地，有针对性
地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引导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凝聚干部群众力量，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绘就民
族团结同心圆。

树模范

绿荫塘村民小组坚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干部率
先垂范，做到“三先让”“六先上”，即在惠民政策中先让、在征田
征地中先让、在矛盾纠纷中先让；在学习培训中先上、在落实工
作中先上、在发展致富中先上、在义务劳动中先上、在移风易俗
中先上、在互帮互助中先上。

通过党员的率先垂范，全面带动各族群众积极参与到民族
团结工作中，产生了一批道德模范，树立起了一批先进典型。同
时，大力挖掘、培育、宣传民族团结的示范户典型，不断扩大影响
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引导各族群众以示范户为榜样。目前，先
进典型的事迹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并潜移默化地转化为内在理
念、观点、价值，推动形成了“时时讲团结，处处讲团结，事事讲团
结”的良好氛围。

黎明乡岔河村：

团结与进步“共建”
幸福与和谐“同歌”

近年来，宁洱哈尼族
彝族自治县黎明乡岔河
村紧紧围绕“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
族工作主题，以加强民族
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为重
点，不断创新乡村治理模
式，培植优势特色产业，
引领乡风文明提升，筑造
了一个各民族共居、共
学、共事、共乐的幸福美
丽家园。

一村多品
促乡村产业兴旺

岔河村通过“以点带
面，点面结合”的建设格
局，坚持“产业特色化、发
展规模化、覆盖全面化、
效益最大化”的“四化”
产业发展战略，因地制
宜，大力发展茶叶种
植，引进茶叶嫁接技
术，将茶叶作为岔河
村“一村一品”特色
产业。

另外，岔河
村充分发挥地
理条件优势，
发展多依、烤
烟、薄壳山核
桃 种 植 产
业，拓宽村
民收入渠
道，实现
“ 一 村
一品”

向“一村多品”的转变。
产业强了，群众的信

心强了，干劲足了，绿色
产业发展之路越走越
宽。如今，全村发展茶叶
3200亩，核桃近 1000亩、
坚果 1243 亩、多依 3200
亩，中长期产业人均达 6
亩以上。

共建共享
建美丽宜居村庄

岔河村以让村民“住
上好房子、开上好车子、
过上好日子、活的有面
子”的“四子”原则，全力
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工作中，由村党总支
牵头把每月10日、20日和
30日确定为全村卫生日，
建立“逢十便扫”制度，由
党员、村组干部团结带领
各民族群众打扫公共环
境卫生、家庭卫生，定期
清理道路或河道垃圾。
通过凝聚民族团结力量，
岔河村美丽乡村建设屡
创佳绩，成为令人向往的

“四美”（生态环境美、村
庄建设美、家庭和谐美、
群众心灵美）村庄。2020
年，岔河村被评为全省

“美丽村庄”；2021年，岔
河村被国家乡村振兴局
认定为第二批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镇。

当前，各族群众在推
进项目建设、共建美丽岔
河进程中团结协作、同舟
共济，将岔河村建成了花
木成荫、道路整洁、环境
优美、生活舒适、宜居宜
游的美丽新农村。

“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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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誓词碑
上的这几句铿锵誓言，自1951年起，即成为民族团结欢歌上的一
段优美旋律和永不休止的音符。70年来，一代代各族民众，始
终在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传承、弘扬着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
践行维护民族团结、共建美好社会的责任和担当，推动
宁洱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高速度巨变，各地

涌现出一批批先进典型，谱写了一曲曲团
结之歌。

（本版文字由宁洱县委宣传部提供）

遇到快乐的事情怎么表达，过上幸福
的生活怎么赞美？在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
县德安乡兰庆村，大家的表达方式就是“舞
之蹈之”，欢快的葫芦笙吹起来，纵情的舞蹈
跳起来。近年来，兰庆村各族团群众积极践
行民族誓词碑精神，齐心协力，共同为幸福生
活不断奋斗。

一支芦笙 一个阵地
2016年，兰庆村在已有的芦笙协会基础上，

成立了芦笙协会党支部，以基层党组织筑牢民族
文化发展阵地，传承哈尼族葫芦笙歌舞文化精
髓，并对丰富多彩的原生态哈尼族歌舞进行了深
入挖掘整理。

目前，通过组织葫芦笙歌舞比赛活动、爱好者
培训、创作葫芦笙歌舞等方式动员全乡人民一起弘
扬民间特色文化，以“老艺人+党员文艺骨干+农村文
化示范户”的模式扩大成员，逐步建成了一支人员稳
定、名声越来越响亮的葫芦笙传承队伍。2019年，葫
芦笙队代表普洱市参加云南省第十一届民族民间歌舞
乐展演并荣获“彩云奖”金奖。

一个目标 一心发展
近年来，兰庆村初步形成了稳步提升传统茶叶、烤

烟、生猪、本地牛等种养殖产业，巩固好现有薄壳山核
桃、坚果等木本油料产业，积极培育冬农产业和甜棕、佛
手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思路。

2020年，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 8000元，培
育形成烤烟1171.6亩、甜棕1666亩、薄壳山核桃321亩，
发展规模养殖大户20户。

兰庆村“两委”结合民族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导向
理念，将芦笙文化融入其中，逐步形成再次创业和就业
的发展之路。兰庆村党总支书记岳忠剑说，“想把祖祖
辈辈传承下来的葫芦笙发扬好，利用好葫芦笙文化打造
首届德安乡兰庆葫芦笙文化节，弘扬好哈尼族民族文
化，把团结互帮互助精神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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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言誓誓 如如钟钟
70载同心同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