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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民族学院旧址。
本报记者 朝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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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民族学院窑洞。

延安民族学院城川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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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藏学校旧址旧貌(西单小石虎胡同)。

在蒙藏学校诞生的革命
刊物——《蒙古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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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晓岚 胡日查 高慧

4月底的北京城，已然草长莺飞、绿树成荫。
在人车川流不息的东城区五四大街上，一座红砖
砌筑、红瓦铺顶的“工”字形建筑静默无声，掩映在
北京城的无边绿意中。这就是“北大红楼”，前身
为北京大学第一院，曾是北大文科、校部及图书
馆的所在地。它在这里巍然屹立已经100多年，
它的伟大历史功绩，永远不会磨灭！

“这里的建筑是红色的，百年前，更有很多
红色人物在这里进进出出。当年，李大钊把位
于红楼的北大图书馆办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
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很多进步青年
正是从这里接过红色的火种，又将它们带到全
国各地。”在红楼前，记者一行偶遇中央民族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宗丽教授，她正在为研究
生们现场授课。

跟随着杨教授的话音，我们把记忆的时钟
拨回到100多年前。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第一次走进中
国的大学；在这里，出现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这里，有了中国首个宣
传革命理论的图书室。北大红楼，成为新文化
运动的营垒、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也是中国共
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1920年10月，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
李大钊等秘密成立共产党小组，北京第一个中
国共产党组织由此诞生。北京共产党早期组
织的成立，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组
织地广泛传播，并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辐射
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新局面。

那么，红色的火种又是如何被传递到内蒙
古地区的呢？

“1923年，李大钊指示在北京蒙藏学校发展
党团员，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同年4月，经中共北
京地委委员韩麟符、中共热察绥特别组织负责人
李渤海介绍，蒙藏学校专科部哲学系的蒙古族学
生荣耀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蒙藏学校、也是蒙
古族第一位共产党员。”北京市东城区政府地方志
编委会编辑部主任胡澄向记者介绍。

北京蒙藏学校建于1913年，位于北京西
单小石虎胡同，于1914年3月开始从内蒙古地
区招生。1923年，受李大钊的特别指示，共产
党员荣耀先利用暑假返乡，动员云泽、奎壁、吉
雅泰、多松年、李裕智等40多名蒙古族青年离
开土默川奔赴北京蒙藏学校读书。

这批来自祖国北疆的热血青年的到来，使蒙
藏学校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国共产党员李大钊、
邓中夏、赵世炎等来到蒙藏学校，向同学们讲解马
列著作中译本，以及《新青年》《向导》《政治生活》
等进步刊物。青年们刻苦学习，还积极参加纪念

“二七”大罢工一周年、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等集
会活动，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经受锻炼。

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星火四溅势不可挡。
从1924年下半年开始，来自内蒙古地区

的蒙古族进步青年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
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并创
立了革命刊物《蒙古农民》，宣传中国共产党反
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李大钊、赵世
炎曾对《蒙古农民》的出版大加赞扬，要求它成
为内蒙古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共政治主张
及民族革命斗争的向导。《蒙古农民》在内蒙古
各地散发，对唤起各族人民团结、推动内蒙古
地区的革命，起了极其重要的启蒙作用。”胡澄
介绍。

此后，在国共合作的大形势下，一批经过
党组织培养和锻炼的蒙古族先进青年被派回

到内蒙古各地开展革命活动，组织广泛的统一
战线，开展发动农牧民群众的各项工作。当年
的热血青年在蒙藏学校开启了革命生涯，又投
身到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抗日战争胜利后，中
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自治
运动，进行了以民族区域自治解决内蒙古民族
问题的伟大实践。1947年初，根据中共中央指
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总会领导机关开始
着手筹建内蒙古自治政府。

红色火种，化作燎原之势，划破草原的夜
空，扣开了前往历史新纪元的大门。

乌兰浩特，汉语意为“红色的城市”。今
天，当你走进兴安盟红城乌兰浩特市五一会址
大厅，一部拍摄于74年前、时长8分多钟的黑
白纪录片，会带你重回那场内蒙古历史上的空
前盛会。

1947年 4月 2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
在兴安盟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开幕。来自内
蒙古大部分盟旗的各族代表300多人出席了
会议。5月1日，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
权——内蒙古自治政府在乌兰浩特宣告成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始终坚持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指导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是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民族实
际相结合的一个伟大创举。内蒙古自治区的成
立，成为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国内民族问
题的成功实践，为在其他民族地区实施民族区域
自治探明了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

回首往昔岁月，徜徉于历史时空。红色的
革命火种，肩负着重大使命而来，跨过千里山

川河流，翻越几十年艰难险阻，最终星星之火
成燎原之势，将一个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旧
内蒙古，变成了一个活力四射、前途光明的新
内蒙古。在祖国大家庭的怀抱里，在党的坚强
领导下，内蒙古经济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社
会建设实现历史性进步，千里草原出现未曾有
过的盛世，实现了伟大的飞跃。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此
时此刻，绿树掩映下的北大红楼并不寂寞，一
批批游人、一队队师生游历至此驻足观看。“我
们来走走前人走过的路，路是前人的足迹，也
是来者的向导。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波澜壮
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今天跟着老师一
起来寻找我们的初心，坚定我们使命。希望更
多的有为青年能加入到学习党史的队伍中来，
将红色火种播撒在一代代年轻人心中！”中央
民族大学马克思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吕心照说。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中共北京市东城
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提供）

□本报记者 丁燕 冯雪玉 王玉琢 薛来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在“革命圣地”
延安，有一个名为文化沟的地方，顺着道路迂
回向上，路的尽头，一处黄土院子高低错落，28
孔土窑洞记录着峥嵘岁月中一批革命志士恰
同学少年、为中华民族谋解放的求索之路。

因革命形势的需要，1941年 9月，中共中
央西北局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把中
央党校民族班、中共中央西北工委民族问题
研究室、抗日军政大学、中国女子大学、鲁迅艺
术文学院等院校的少数民族学员集中起来，创
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所专门从事民族教育的
院校——延安民族学院。

延安民族学院是红色的熔炉。来自蒙古
族、回族、藏族、彝族、苗族、满族、汉族等多个
民族的300余名学员，聚首这里，共同学习。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王保存说：
“当时学员们的主要课程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
经典著作、政治理论，还有民族学方面的知
识。”

除了学习理论知识外，学员们还积极参
加实践活动。延安民族学院创办时，适逢党
中央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财政经
济困难。延安民族学院的师生响应号召，积
极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学员们有时要到几十
里外去开荒种地，有时去除草、送粪。在手工
业方面，有的人纺棉花，有的人纺毛线。有的
学员学会了打窑洞，五六个人组成一个小组，
不到半个月的工夫，就可以打成一孔冬暖夏
凉的窑洞。

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革命根据地学
校的重要特点。一方面塑造思想，树立劳动观
念，一方面又学到了生产技能，自力更生，改善
生活。

延安民族学院也是培养民族干部的摇
篮。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下，延安民族学
院师生们研究探讨民族自治课题，积极进行民
族理论研究和民族政策的探索实践，积累工作
经验，增强了实际工作能力。这种探索与实践
为日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丰富、完善，积累
了宝贵的经验。

曾经参与撰写延安大学校史的曾鹿平教
授说：“延安民族学院是我党第一所专门培养
民族干部的高等院校，为新中国成立后开展民
族高等教育提供了思想理念、方针政策以及干
部基础。”

内蒙古的红色基因在这里孕育和生长。
学院设立的几年里，先后有数批蒙古族学员来
到这里接受革命洗礼，乌兰夫曾担任延安民族
学院教育长。

1939年至1942年间，大青山抗日游击根
据地的党组织先后动员、组织了180多名土默
特蒙古族、汉族青年到延安学习。

不仅仅是蒙古族，到1949年办学结束时，
延安民族学院共培养了回族、藏族、苗族、彝
族、满族等民族干部和从事民族工作的汉族干
部数百人。

这些人是革命的火种，他们怀揣理想和信
念奔赴各地，将革命的火种四处播撒，宣传党
的民族政策，发展壮大革命队伍，投身到无产
阶级革命事业的滚滚洪流中……

1943 年 3月，延安民族学院并入延安大
学，1944年 4月从延安大学分出，与三边师范
合并为“三边公学”。为了适应内蒙古地区民
族工作和革命形势蓬勃发展需要，进一步培养
蒙古族干部，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三边公
学”迁址到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
前旗的城川镇。

1945年3月，学员们在伊克昭盟工委书记
赵通儒和学院副院长王铎的带领下来到城
川。至此，小镇城川成为了党的民族工作的试
验区、探索民族区域自治之路的重要实践地。

延安民族学院迁到城川后，又动员、吸收
了一批学员，他们大多来自离城川较近的农村
牧区。

今天，当我们踏进鄂托克前旗城川小镇会
发现，红色基因已经深深植根这片沃土，触目
所及都是红色文化的传承。

内蒙古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孙杰说：
“新时代，城川纪念馆、城川民族干部学院要更
好地发挥作用就必须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把
学院办成民族干部党性教育的基地，办成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地。”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2002年，鄂托克前
旗在城川民族干部学院旧址上建立了延安民
族学院城川纪念馆。承载着新的历史使命，它
成为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革命传统
教育基地和干部培训基地。

2017年，在原址上恢复建立的城川民族干
部学院，构建起以“党性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教育”为主要内容的课程体系，目前成为
西北地区一流的党性教育基地。

“红色课堂”“红色体验”“红色活动”“红色
经历”，与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些集
培训、参与、体验于一体的红色项目满足了日
益增多的培训需求。

到此培训的学员带着敬仰而来，满载收获
而归，他们是新时代的火种，把理想信念再次
播撒。

从延安到城川，民族学院的创办开辟了中
国民族教育的新道路，为中国革命和民族团结
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从延安到城川，无数民族干部百炼成钢，
他们义无反顾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中。星星之
火终成燎原烈焰，他们成为新中国成立和建设
的栋梁之材。

从延安到城川，我们如何传承发扬好这份
宝贵的精神财富？

孙杰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
神的灵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
延安精神的精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是延安精神的核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本色。新时代，内蒙
古传承好这笔精神财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不断提高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党中央提
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
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弘扬‘蒙古马精神’，守望
相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干事
创业的精气神，呵护好‘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
誉，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鄂托克前旗委宣传
部、城川民族干部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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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课堂。

五一会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