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西双版纳：千里边疆同升国旗同唱国歌

在云南西双版纳这片祖国西南边陲的热土上，每逢国庆，千里边疆同升国旗同唱国歌的活动总能点燃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2
024年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西双版纳州景洪市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千里边疆同升国旗同唱国
歌”活动。清晨的阳光洒在景洪市国门广场，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及其后代、西双版纳各民族学会代表，以及与新中
国同日出生的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同参与这场庄严肃穆的仪式。活动不仅是一场爱国主义的生动实践，更是以图证史的鲜活
体现，记录了新中国在边疆地区的繁荣与团结。活动当天，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国门广场冉冉
升起。全场人员身着节日盛装，肃立注目，齐声高唱国歌，歌声嘹亮，回荡在边疆的天空。西双版纳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与老
挝、缅甸接壤，国境线长达96629公里。这里居住着傣族、哈尼族、布朗族等多民族同胞，素以民族团结和睦著称。活动
中，来自各民族的代表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中国“新”的内涵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国家繁荣。图片记录下这一幕幕感人场景
：国旗迎风飘扬，各族群众手持小国旗，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喜悦。这些影像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承载了边疆人民对新中国7
5年辉煌成就的深情礼赞。西双版纳的升旗仪式不仅是一场庆典，更是对新中国历史成就的直观呈现。历史学家汪朝光在研究
中提出，以图证史能够让人们更直观地感受新中国的时代变迁。在西双版纳的活动中，一张张照片定格了各族人民同升国旗的
庄严瞬间，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边疆地区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曾经的偏远边陲到如今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西双版纳用发
展的成就书写了新中国的“新”。例如，活动现场的一幅图片中，90岁的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刀述仁激动地说：“
我亲历了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全过程，看到家乡如今的繁荣，我心潮澎湃。”这番话与照片中他身着民族服饰、
注视国旗的画面相辅相成，勾勒出新中国在边疆地区的生动图景。活动中，学生代表朗诵了诗歌今天是您的生日，我的祖国，
随后全场合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些画面不仅展现了边疆人民对祖国的深情，也反映了新中国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成
就。西双版纳州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近年来在教育、基础设施、旅游经济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活动中的一张照
片记录了身着傣族服饰的群众与国旗同框的场景，象征着民族文化与国家认同的融合。这正是新中国“新”的体现在保持民族
多样性的同时，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祖国的磅礴力量。以图证史的视角下，西双版纳的升旗活动不仅是一场仪式，更
是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汪朝光在研究中强调，图片能够突破文字的局限，让历史更具感染力。在活动现场，摄影师捕捉到
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步伐护送国旗的瞬间，背景是边疆特色的热带风光与各族群众的笑脸。这些图片不仅记录了当下的爱国热
情，也折射出新中国在边疆治理、民族团结方面的成就。例如，景洪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赵锦丽在活动中表示：“作为一名生
在边疆、长在边疆的警察，能与各族群众共同庆祝祖国75周年华诞，我感到无比荣幸。”她的发言与照片中她敬礼的画面相
互映衬，展现了新中国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活动还吸引了众多游客和出入境旅客驻足观看，国门广场外人群聚集，
共同见证五星红旗升起的庄严时刻。这些画面不仅体现了西双版纳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前沿的地位，也反映了新中国国际
影响力的提升。汪朝光在研究中提到，历史图片能够记录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在西双版纳，国门广场的升旗仪式正是新
中国外交成就的缩影。图片中，国旗在界碑旁迎风飘扬，象征着新中国在边疆地区的自信与开放。以图证史，不仅让历史变得
鲜活，也让新中国的“新”更加具象。西双版纳的“千里边疆同升国旗同唱国歌”活动，通过一幅幅图片，记录了边疆人民对
祖国的热爱，也展现了新中国在民族团结、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等方面的成就。这些图片不仅是历史的注脚，更是新中国75
年辉煌历程的生动写照。从国旗升起的瞬间到各族群众的歌声，每一帧画面都诉说着新中国何以为“新”的故事。活动结束后
，参与者合影留念，照片中各族群众手持国旗，笑容满面，定格了边疆人民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在信息化时代，以图证史的研
究方法为我们理解新中国提供了新的视角。西双版纳的升旗活动通过图片记录下边疆人民的心声，也让更多人感受到新中国在
边疆地区的蓬勃生机。这些图片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新中国民族团结、繁荣昌盛的生动诠释。正如汪朝光所言，图片是历
史的眼睛，通过这些影像，我们得以窥见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也更加坚定了对祖国未来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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