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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彝海结盟地，感受民族团结亲 

 

2021 年 7 月 14 日下午，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实践团来到本次活动的第二站——彝海结盟遗址进行参观

学习，并开展了现场体验教学活动。 

下午 2：30，全体学员乘坐大巴准时到达彝海结盟广场。

彝海结盟遗址景区讲解员首先为实践团讲解了矗立在彝海

结盟广场上巍峨的彝海结盟纪念碑。据了解，彝海结盟纪念

碑建成于 1995 年，是为了纪念“彝海结盟”60 周年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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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座纪念碑主题鲜明、气势磅礴、形神兼备，其主要由刘伯

承、聂荣臻、小叶丹和沙马尔四人组成。整个碑文由彝、汉、

英三种文字书写而成，而碑铭“彝海结盟纪念碑”是由时任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题写。纪念碑的碑基高 3.5 米，

人像高 5 米，基座宽 2.2 米，台阶高 6层，其深刻的寓意为

1935 年 5月 22日结盟和 60 周年纪念活动。 

 

接着，讲解员带领实践团参观了彝海结盟纪念馆，并全

程为大家做了讲解。据悉，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彝族地区时，

其先头部队一度被彝族群众围住，但经过大力宣传和严格执

行党的民族政策，红军与彝族群众最终“化干戈为玉帛”。红

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果基支系首领小叶丹在彝海

边结为盟友。红军帮助彝族群众组建了“中国彝民红军沽鸡

支队”，并为其赠送了枪支和红旗，加强了民族团结，保证了

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彝海结盟纪念馆内设革命文物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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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物展厅、临时展厅以及学术演讲厅，并配有声、光、

电等现代科技手段。彝海结盟纪念馆的展品不仅有国家一级

文物、国家三级文物等 70 余件，还包括未定级的红军文物

200 余件以及民族、民俗文物 200 余件。透过这些展品以及

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讲解，全体学员仿佛亲眼见证了“彝海结

盟”那豪气干云、令人动容的场景以及那段富有传奇色彩的

“以民族团结推动革命前进”的光辉历史。 

 

随后，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实践团来到彝海边开展了“长

征路上民族情”微党课活动，即在河边实地进行了“重走结

盟路”的体验式教学。彝海四周草木繁茂、夏蝉鸣奏、空气

清新，彝海水清澈见底，随着清风徐来，水面微波荡漾。彝

海两岸随处可见生活悠闲的彝民以及沉醉于美景中的游客。

全体学员行走在彝海岸边用石头铺成的小路上，欣赏着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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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色可餐的景色，感受着周围的人文气息，心里无不涌现出

“人与自然和谐真好”的感觉，无不涌现出“民族团结真好”

的感觉。 

 

通过现场参观学习和实地体验，实践团主要收获了三点

体会：第一，切实落实好党的民族政策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关

键。“彝海结盟”给奇迹般的万里长征增添了极为光彩的一笔，

也是党的民族工作极为成功的光辉典范。“彝海结盟”之所以

能够成功，其关键在于红军在通过彝区的过程中提出并坚决

落实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

兄弟骨肉”，“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等民族政策，

使党的早期民族理论与实践实现有机结合，以实际行动有效

降低了彝族群众与党和红军之间的隔阂，以真情付出赢得了

彝族群众对党和红军的心理认同。第二，民族团结是党和国

家事业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尽管“彝海结盟”还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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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范围的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典范，但它对于党领导的革

命事业却产生了巨大作用，为红军的行军和摆脱敌人的围追

堵截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使红军在长征的关键时刻转危为安，

尽可能地减少了伤亡人数，加快了红军长征胜利的进程，加

快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进程。回顾党的百年历史，

民族团结既始终为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建设事业以及改革

开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内部环境，又始终为党和国家

的革命事业、建设事业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必需

的强大力量。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尽

管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但我们在现阶段甚至未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面临着比

以往更多、更大的风险挑战甚至惊涛骇浪。我们必须更加重

视民族团结，进一步维护和巩固好民族团结，以此营造更加

良好的环境，凝聚更加强大的力量，确保成功应对各种困难、

挑战和阻力，从而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三，加快

少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进程是维护好民族团结的必然

要求。少数民族地区与其它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利于

更好地维护和巩固民族团结。尽管包括彝族在内的少数民族

地区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已经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发

展成就，但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其在很多方面的发展仍然

较为滞后。这需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进程，进

一步缩小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让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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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的人民群众与其他地区的人民群众能够更加公平

地享受到发展的成果，从而为民族更加团结打下更加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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