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中国新闻奖参评作品推荐表

作品
标题 我们将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

参评
项目

专门类—重大主题报道

字数
时长 3762 字

体裁 /

语种 中文

作者
（主创人员）

/ 编辑 李琳 刘伟

原创
单位 民族画报社

发布端/账号/
媒体名称 《民族画报》（汉文版）

刊播版面
(名称和版次)

/ 刊播
日期 2024 年 11 期

新媒体作品
网址

/ 是否为
“三好作品”

︵
采作
编品
过简
程介
︶

2024 年 9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回信，对他们予以亲

切勉励并提出殷切希望。民族团结誓词碑是新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被誉为“新
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和“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民族画报在“跟着总书记看中国”栏目中
讲述了 8位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继承先辈优秀传统，心系民族团结，在各自岗位和日常

工作中用实际行动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故事。

社会
效果

该作品聚焦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回信这一重要事件，引发了广
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作品详细阐述了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历史渊源、重要意义以及代表后代们的

传承故事，使得民族团结这一主题得到深度传播，进一步激发了全社会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关
注与重视。通过展现各民族代表及其后代坚守誓言、践行团结的事迹，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与向心
力，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为全国各地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建设提供

了生动案例与精神动力，也推动了云南在传承和弘扬誓词碑精神方面不断创新实践，促进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对巩固边疆稳定、社会和谐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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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作品紧扣时代主题，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与社会意义。以小见大，从总书记回信切入，引
出民族团结誓词碑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载体，全面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边疆各民族在党的

领导下团结奋斗的壮丽篇章。叙事逻辑清晰，用讲故事的形式，将这些平凡人的故事娓娓道来，
使读者深刻感受到民族团结精神的传承与延续，极具感染力与说服力。在内容呈现上，既有对历
史背景的深度挖掘，又有对当下现实的生动写照，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紧密结合。同时，作品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有力阐释，为促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宣传提供了优秀范例，
故推荐参与评奖 。

签名：（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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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总书记看中国壮丽征程

民族团结佳话代代相传

202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

盟誓代表后代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希望。

总书记信中提到的民族团结誓词碑矗立在云南省普

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的民族团结园内。1950年，云

南普洱专区各族代表应邀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庆

祝活动，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1951年

元旦，普洱专区各族群众举行盟誓大会，以少数民族的风

俗习惯立下誓词碑，表示“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

　　你们好！来信收到了。1951年，包括你们先辈

在内的各族代表立碑盟誓，郑重许下同心同德跟党

走的誓言。70多年来，各族群众一心向党、团结奋

斗，推动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书写了民族团结进步生动篇章。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五十六个民族就是相

亲相爱的一家人。希望你们发扬先辈光荣传统，更

好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

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

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

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
                                                 

                                                  

习近平

2024年9月24日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8位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从左至右依次为：罗宗成、李扎丕、岩克姆、
赵珍、苏国文、张兴业、刀金玉、方财兵。

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

斗！”48名各族代表在誓词碑上签名。

民族团结誓词碑是新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

历史见证，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和“新中国

民族工作第一碑”。它象征着新中国成立后，边疆各民

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民族

关系。它所折射的民族团结精神，不仅是云南边疆各民

族团结进步的象征，也是全国各民族大团结的缩影。

202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的回信。

本刊综合报道

我们将更好

续写誓词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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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历史卷宗，参加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的每一名

代表都始终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为民族团结

作出了贡献，没有一个人违背当初的誓言。他们的后代

继承光荣传统，续写着誓词碑的故事。

82岁的苏国文老人家住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景迈山。

收到总书记的回信后，他看了又看，半晌才意识到应该

和大家一起分享、传看、学习。“收到回信是我一生最

光荣的大事。为了今天的美好生活，生活在这里的各族

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苏国文的父亲苏里

亚1950年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苏国文受父亲影响，从

小注重民族团结，热爱学习。他曾被评为“全国民族教

罗宗成的爷爷罗恒富作为当时景谷县的代表出

席了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在民族团结

誓词碑上签下了名字。“我与爷爷一同生活了近40

年，他所讲述的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故事在家族里代代

相传。”罗宗成早已把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故事牢记于

心。他是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行政执法指挥调度中心

主任。他在工作上严格要求自己，团结各族干部职

工，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罗宗成说：“我将把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为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育先进个人”“全国扫盲先进工作者”，还是云南省级

非遗项目普洱祭茶祖习俗传承人。苏国文说:“布朗族

有句古话，单翅不会飞、独脚不会跑、手足要团结。

新时代，我们各族群众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共

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

宁洱县谦岗村蚂蟥田村民小组是在民族团结誓词碑

上签下名字的哈尼族代表方有富的家乡。签完字后，方

有富回到家乡，经常走进村寨，坐在火塘边给各族群众

讲述民族团结故事，带头践行民族团结誓言，带领群众

团结致富。后来，他的儿子方财兵也成为宁洱县民族团

结誓词碑宣讲团成员。方财兵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每天

搭载各族乘客穿行在宁洱的城镇和乡村间。他真诚对待

每一位乘客，不时会跟乘客分享民族团结的故事，他的

网约车也成了一个流动的宣讲站。方财兵还利用业余时

间积极参与各类宣讲，先后到机关、部队和学校义务宣

讲40余场次，听众1万余人次。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局退休职工刀

金玉是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

代表后人和收信人。她说：“我父亲麻哈喃给毛主席写

过信，也收到了中央回信。如今，边疆各族群众在党的

领导下过上了好日子，我们希望通过给习近平总书记写

信，向总书记讲述边疆各族人民生活的变化，并表达感

激之情。和父亲一样，我们也收到了回信，还是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回信。我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总书记的

重要回信精神学习好、传达好、宣传好、落实好，弘扬

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

刀金玉（右一）与她曾经帮扶过的农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刀金玉 供图）

2010年，罗宗成和爷爷罗恒富在家中的合影。（罗宗成 供图）

宁洱县民族团结誓词碑宣讲团成员方财兵向小学生讲述民族团结的故事。（宁洱县民族团结研究所 供图）

10月15日，各族群众在景迈山欢度傣族开门节，82岁
的布朗族老人苏国文向各族群众宣讲完习近平总书记
的回信精神后，带头敲起象脚鼓，鼓足干劲奔向更
加美好幸福的生活。（苏陈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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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洱民族团结剽牛盟誓大会上，我的外祖父第

一个在誓词碑上签名，立誓团结各族群众一心一意跟党

走。”召存信外孙女赵珍回忆说。1950年9月，召存信作

为国庆观礼代表团的一员赴京，受到毛主席接见。他和末

代召片领（傣王）刀世勋一道，代表西双版纳各族人民将

象征封建领主世袭权力的烫金百褶油布伞（金伞）献给

毛主席，并向毛主席表示：“我们一定遵照您的教导，把

西双版纳建设好！”召存信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任州长

近40年，是西双版纳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建

设者和见证者。

赵珍是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整董镇整董村曼贺井

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同时还是江城县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教育基地——召存信民族团结楷模展示馆的解

说员。外祖父一生清廉、为民干事、珍视民族团结的作

风深深影响了赵珍。这些年，她引导各族群众因地制宜

发展茶叶、橡胶、咖啡、坚果、沃柑、牛油果等高原特

色种植业，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资源发展乡

村旅游，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李扎丕的曾祖父李光保曾作为少数民族代表赴京

参加国庆观礼，也是在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签字的拉祜族

代表。李扎丕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木嘎乡勐糯村党支部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担任村干部已有24年。李扎丕深切

感受到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下边疆民族地区群众生活的

巨变。李扎丕说：“村里原来的草房现在变成了楼房，

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家家户户有了摩托车、小轿车，

村容村貌也有了很大的提升。通过发展甘蔗、茶叶、坚

果等产业，2023年村里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1.7万元，

大家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为了让产业更多样，村

民收入更稳定，这几年李扎丕又带领村民种植花椒、油

茶、芭蕉芋、万寿菊、荷兰豆等。收到总书记的回信

后，李扎丕把总书记回信的内容和精神宣传到了寨子里

的家家户户，他说：“我要让大家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和村民一起发展好产

业，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

1950年12月27日，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

会议在宁洱召开。会议开到第5天，有代表提出要用一

种各民族都能接受的形式，把跟共产党走的誓言记录下

来。经过商议，主席团一致同意，按照佤族的传统习

俗，举行剽牛、喝咒水仪式，盟誓建碑，以志其事。

1951年元旦，佤族代表拉勐在宁洱红场剽牛。他见到剽

口朝上，牛头倒向南方，都预兆吉利，高兴地又舞又

唱，高喊：“共产党好!毛主席好!” 

拉勐的外孙岩克姆至今还记得外祖父那些质朴的话

语“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甜的吃、有暖的穿”。这些话

深刻地影响了他，让他立志成长为一名党的好干部。他

说：“作为收信人，我将用实际行动扛起责任担当，将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我一生的追求，争做民族团结的

宣传者、倡导者、践行者和维护者。和各族同胞一道，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百忙之中给我们回信，体现了对我

们边疆群众的关怀和爱护，让我们备受鼓舞。”一字一

句听完回信，88岁的张兴业动情地说。张兴业是普洱学

院退休教师，他的父亲是在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签字的汉

族代表张石庵。这位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老师，见证

了边疆70多年的变化。他说：“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开

启了边疆各民族一心一德跟党走，为建设平等、自由、

幸福的美好生活，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努

力奋斗的历程。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又一次极大地鼓

舞了边疆各族同胞。各族群众会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

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传承和发扬

民族团结誓词碑的精神，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

懈努力。”

■李琳 编辑 ■刘伟 设计

1963年1月，赵珍外祖父
召存信州长在西双版纳建
州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作工作
报告。（李觉非 摄影）
1950年10月，召存信、
刀世勋把过去象征封建领
主世袭权力的烫金百褶油
布伞（金伞）献给毛主席。
(民族文化宫 供图)

左：

右：

赵珍带领村里的十几个妇女成立了傣锦工坊，在传承传统手工技艺的同时促进妇女增收。
图为赵珍（右一）向志愿者展示傣锦。（赵珍 供图）

2024年10月11日，岩克姆（右二）向西盟一中的学生们宣讲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岩克姆 供图）

李扎丕担任村干部已有24年，
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村里的巨
变。（王承吉 摄影）

在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签字的
汉族代表张石庵的儿子张兴业。
（刀金玉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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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25日，在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民族团结园，当地群众欢聚在民族团结誓词碑周围，庆祝收到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王承吉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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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

本刊综合报道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

你们好！来信收到了。1951 年，包括你们先辈在内的各族代表立碑盟誓，郑重许下同心同

德跟党走的誓言。70 多年来，各族群众一心向党、团结奋斗，推动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历史性成就，书写了民族团结进步生动篇章。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五十六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希望你们发扬先辈光荣传

统，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

习近平

2024 年 9 月 24 日

2024 年 9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回信，对他们予以

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希望。

总书记信中提到的民族团结誓词碑矗立在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的民族团

结园内。1950 年，云南普洱专区各族代表应邀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庆祝活动，受到毛

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1951 年元旦，普洱专区各族群众举行盟誓大会，以少数民族

的风俗习惯立下誓词碑，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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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名各族代表在誓词碑上签名。

民族团结誓词碑是新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

一碑”和“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它象征着新中国成立后，边疆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形成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它所折射的民族团结精神，不仅是云南边疆各民族团

结进步的象征，也是全国各民族大团结的缩影。

翻开历史卷宗，参加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的每一名代表都始终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

民，为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没有一个人违背当初的誓言。他们的后代继承光荣传统，续写着

誓词碑的故事。

82 岁的苏国文老人家住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景迈山。收到总书记的回信后，他看了又看，半

晌才意识到应该和大家一起分享、传看、学习。“收到回信是我一生最光荣的大事。为了今天

的美好生活，生活在这里的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苏国文的父亲苏里亚 1950

年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苏国文受父亲



影响，从小注重民族团结，热爱学习。他曾被评为“全国民族教育先进个人”“全国扫盲先进

工作者”，还是云南省级非遗项目普洱祭茶祖习俗传承人。苏国文说:“布朗族有句古话，单翅

不会飞、独脚不会跑、手足要团结。新时代，我们各族群众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共守

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

宁洱县谦岗村蚂蟥田村民小组是在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签下名字的哈尼族代表方有富的家

乡。签完字后，方有富回到家乡，经常走进村寨，坐在火塘边给各族群众讲述民族团结故事，

带头践行民族团结誓言，带领群众团结致富。后来，他的儿子方财兵也成为宁洱县民族团结誓

词碑宣讲团成员。方财兵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每天搭载各族乘客穿行在宁洱的城镇和乡村间。

他真诚对待每一位乘客，不时会跟乘客分享民族团结的故事，他的网约车也成了一个流动的宣

讲站。方财兵还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参与各类宣讲，先后到机关、部队和学校义务宣讲 40 余场

次，听众 1 万余人次。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局退休职工刀金玉是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普洱民

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人和收信人。她说：“我父亲麻哈喃给毛主席写过信，也收到了中央

回信。如今，边疆各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过上了好日子，我们希望通过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

向总书记讲述边疆各族人民生活的变化，并表达感激之情。和父亲一样，我们也收到了回信，

还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回信。我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学习好、传达

好、宣传好、落实好，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

罗宗成的爷爷罗恒富作为当时景谷县的代表出席了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在

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签下了名字。“我与爷爷一同生活了近 40 年，他所讲述的民族团结誓词碑的

故事在家族里代代相传。”罗宗成早已把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故事牢记于心。他是景谷傣族彝族

自治县行政执法指挥调度中心主任。他在工作上严格要求自己，团结各族干部职工，起到了很

好的表率作用。罗宗成说：“我将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为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普洱民族团结剽牛盟誓大会上，我的外祖父第一个在誓词碑上签名，立誓团结各族群

众一心一意跟党走。”召存信外孙女赵珍回忆说。1950 年 9 月，召存信作为国庆观礼代表团的

一员赴京，受到毛主席接见。他和末代召片领（傣王）刀世勋一道，代表西双版纳各族人民将

象征封建领主世袭权力的烫金百褶油布伞（金伞）献给毛主席，并向毛主席表示：“我们一定

遵照您的教导，把西双版纳建设好！”召存信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任州长近 40 年，是西双版

纳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建设者和见证者。

赵珍是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整董镇整董村曼贺井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同时还是江城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召存信民族团结楷模展示馆的解说员。外祖父一生清

廉、为民干事、珍视民族团结的作风深深影响了赵珍。这些年，她引导各族群众因地制宜发展



茶叶、橡胶、咖啡、坚果、沃柑、牛油果等高原特色种植业，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

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李扎丕的曾祖父李光保曾作为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观礼，也是在民族团结誓词碑上

签字的拉祜族代表。李扎丕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木嘎乡勐糯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担任

村干部已有 24 年。李扎丕深切感受到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下边疆民族地区群众生活的巨变。

李扎丕说：“村里原来的草房现在变成了楼房，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家家户户有了摩托车、

小轿车，村容村貌也有了很大的提升。通过发展甘蔗、茶叶、坚果等产业，2023 年村里人均年

收入已经达到 1.7 万元，大家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为了让产业更多样，村民收入更稳定，

这几年李扎丕又带领村民种植花椒、油茶、芭蕉芋、万寿菊、荷兰豆等。收到总书记的回信后，

李扎丕把总书记回信的内容和精神宣传到了寨子里的家家户户，他说：“我要让大家牢记总书

记的嘱托，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和村民一起发展好产业，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

1950 年 12 月 27 日，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在宁洱召开。会议开到第 5 天，有

代表提出要用一种各民族都能接受的形式，把跟共产党走的誓言记录下来。经过商议，主席团

一致同意，按照佤族的传统习俗，举行剽牛、喝咒水仪式，盟誓建碑，以志其事。1951 年元旦，

佤族代表拉勐在宁洱红场剽牛。他见到剽口朝上，牛头倒向南方，都预兆吉利，高兴地又舞又

唱，高喊：“共产党好!毛主席好!”

拉勐的外孙岩克姆至今还记得外祖父那些质朴的话语“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甜的吃、有暖

的穿”。这些话深刻地影响了他，让他立志成长为一名党的好干部。他说：“作为收信人，我将

用实际行动扛起责任担当，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我一生的追求，争做民族团结的宣传者、

倡导者、践行者和维护者。和各族同胞一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百忙之中给我们回信，体现了对我们边疆群众的关怀和爱护，让我们备受

鼓舞。”一字一句听完回信，88 岁的张兴业动情地说。张兴业是普洱学院退休教师，他的父亲

是在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签字的汉族代表张石庵。这位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老师，见证了边疆

70 多年的变化。他说：“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开启了边疆各民族一心一德跟党走，为建设平等、

自由、幸福的美好生活，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努力奋斗的历程。习近平总书记的

回信，又一次极大地鼓舞了边疆各族同胞。各族群众会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传承和发扬民族团结誓词碑的精神，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

懈努力。”

李琳 编辑 刘伟 设计



图片说明：

1.2024 年 9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的回信。

2.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 8 位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从左至右依次为：罗宗

成、李扎丕、岩克姆、赵珍、苏国文、张兴业、刀金玉、方财兵。

3.10 月 15 日，各族群众在景迈山欢度傣族开门节，82 岁的布朗族老人苏国文向各族群众

宣讲完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后，带头敲起象脚鼓，鼓足干劲奔向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苏

陈 供图）

4.刀金玉（右一）与她曾经帮扶过的农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刀金玉 供图）

5.宁洱县民族团结誓词碑宣讲团成员方财兵向小学生讲述民族团结的故事。（宁洱县民族

团结研究所 供图）

6.2010 年，罗宗成和爷爷罗恒富在家中的合影。（罗宗成 供图）

7.左：1963 年 1 月，赵珍外祖父召存信州长在西双版纳建州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作工作报告。

（李觉非 摄影）

8.右：1950 年 10 月，召存信、刀世勋把过去象征封建领主世袭权力的烫金百褶油布伞（金

伞）献给毛主席。(民族文化宫 供图)

9.赵珍带领村里的十几个妇女成立了傣锦工坊，在传承传统手工技艺的同时促进妇女增

收。图为赵珍（右一）向志愿者展示傣锦。（赵珍 供图）

10.李扎丕担任村干部已有 24 年，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村里的巨变。（王承吉 摄影）

11.在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签字的汉族代表张石庵的儿子张兴业。（刀金玉 供图）

12.2024 年 10 月 11 日，岩克姆（右二）向西盟一中的学生们宣讲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

神。（岩克姆 供图）

13.2024 年 9 月 25 日，在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民族团结园，当地群众欢聚在民族团结誓词

碑周围，庆祝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王承吉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