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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是北疆文化的鲜明底色和精神旗帜，也是兴安盟历史长河中最隽永的色彩。

作为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诞生地，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最早的实践地，兴安盟是北疆红色文化的富矿。

从五一会址，到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再到乌兰夫办公旧址、内蒙古党工委办公旧址……在兴安盟，大到一座革命旧址建筑，小到一片革

命时期的纸张，都被列为珍贵的保护对象，75处红色遗址遗迹向世人讲述着红色兴安波澜壮阔的历史。

年初以来，兴安盟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用红色精神激发力量，在红色文化的理论研究阐释和资源开发

利用上下功夫，深入研究北疆文化的丰富内涵，充分展现北疆文化时代价值，着力打造北疆文化特色品牌，让信仰之火熊熊不息。

弘扬北疆文化弘扬北疆文化 赓续红色血脉赓续红色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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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红色内核 用文艺点亮群众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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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政课”现场。

4月 12日，在兴安盟乌兰牧骑训练大厅内，演员
正在为音乐剧《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歌舞剧《赞
歌》的修改提升紧张排练。

音乐剧《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是以红色革命
历史题材为背景创作的音乐剧，表达了内蒙古人民团
结一心，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坚
定信念、家国情怀和精神风貌。歌舞剧《赞歌》取材于
科尔沁民歌《正月玛》，讲述了科尔沁草原上的各族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封建黑暗势力作斗争、
维护忠贞爱情、翻身做主人的历史故事。

“我们计划将两部剧目编排为长、短两个版本，长
版约90分钟，用于对外交流和参赛展演，短版约50分
钟，面向群众和游客演出。”剧目音乐总监鄂伟亮说，
通过本次修改提升，将全面优化两部剧目制作水平，
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

打磨两部经典剧目只是兴安盟聚焦优秀文艺精
品、弘扬北疆文化、赓续红色血脉的举措之一。今年，
兴安盟还启动了《兴安岭上兴安盟（山水人间）》文案
编写、音乐创作、制作以及排练工作，并指导歌舞剧

《雕花的马鞍》《梦回乌兰毛都》的编创工作。通过一
系列的红色文艺作品，让观众感悟家国情怀，感受北
疆文化魅力。

眼下，一场“乐动北疆 放歌兴安”兴安盟全民
歌会初赛正在火热报名中。兴安盟立足北疆、面向
全国开展北疆红色歌曲搜集整理工作，形成了《百
首北疆红色歌曲清单》，其中兴安盟内原创歌曲 20
首，盟外经典歌曲 80 首。“兴安盟全民歌会线上赛
会进一步拉升了北疆红色歌曲民间热度。此外，我
们还面向各地征集歌曲背后的红色故事，目前已收
集到各个时期红色史实故事 200 余篇，正在择优录
制音视频，在盟内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官方网络平台
上推广播放。”兴安盟文化馆文艺策划部主任乌日
汗介绍道。

和着音乐的节拍，跳着欢快的舞步，《草原上升起
不落的太阳》等16个节目轮番上演。4月 10日，在乌
兰浩特市葛根庙镇白音哈达嘎查，文艺爱好者走上

“逐梦乡村”的舞台，用歌声传递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共同演绎守望相助、共建共享美好家园的和谐乐章。

“近期巴雅嘎查将在呼斯乐舞台开展文艺汇演活
动，请大家踊跃报名，积极参加……”连日来，一场场

“逐梦乡村 我们的舞台”文化大餐在兴安盟扎赉特
旗各嘎查（社区）轮番上演，在社区广场、田间地头，以
群众为主角的“文艺+”活动送到了千家万户。

年初以来，兴安盟深挖地域北疆文化载体，将北
疆文化与文艺表演、理论宣讲、非遗宣传等相结合，极
大地丰富了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

截至目前，兴安盟以北疆文化为主题，组织各级
乌兰牧骑开展各类惠民演出94场，推出“书写我们的
美好生活”“逐梦乡村·我们的舞台”等12项文艺志愿
服务。同时，突出赶一场“石榴籽”邻里文化大集，在
元旦、春节期间举办非遗文创市集2场，吸引2000余
人次参观体验。

兴安盟还组织开展了北疆文化优秀作品整理工
作，收集各类文学作品 172件，文艺作品 75件，纳入
兴安盟北疆文脉库。举办首届“乡村振兴·田野之
上”纪实摄影展，全方位、多角度呈现乡村变迁与发
展的历史。

“北疆文化Logo标识整体为红旗形态，主色调为
红色，象征着党的领导下内蒙古各族人民赓续红色血
脉、传承红色基因……”4月 9日，在乌兰浩特市五一
会址，一堂以“兴安红色文化为铸魂育人赋能增效”为
主题的“大思政课”正在进行。来自兴安职业技术学
院的近百名学生认真聆听思政课教师赵寒影的讲述，
回顾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

“走进红色教育基地上课，不仅让我们感受到革
命先辈为国家和人民不懈奋斗的精神，更让我真切感
受到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初心和使命，激励我们新时代青年学生同心向
党，奔赴远方！”兴安职业技术学院医学健康系学生韩
迪激动地说。

兴安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教学部思想政治
课教师赵寒影说，在“大思政课”备课过程中，教师们
就如何发扬兴安红色文化及如何将红色文化融入到
思政课堂等方面认真学习、仔细观摩，使理论与现实

相互促进。“我们将中华文化根脉和革命老区红色文
化有机融合到‘大思政课’教学中，讲好北疆故事，传
承红色基因，引导青年一代感党恩，听党话，跟党
走。”

年初以来，兴安职业技术学院充分利用红色资
源，持续开展丰富的实践教学活动，共组织学生赴内
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兴安盟博物馆、五一会址、乌
兰夫办公旧址等场馆开展“大思政课”60余场。

“这次班会用一种新颖的方式让我认识了北疆
文化，更让我明白作为北疆学子的责任和担当。我们
应该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它焕发出更加
绚丽的光彩。”日前，在兴安盟乌兰浩特第三中学六年
一班的“国之北疆”主题班会上，同学们精心编排的传
统舞蹈、红色故事演讲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让师生
们切身感受到北疆文化的独特魅力。

年初以来，兴安盟各学校充分利用北疆文化资
源，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活动，有形有效加强校

园文化建设。在兴安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北疆文化红
色讲坛，“习近平文化思想照耀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北疆文化的时代价值”等讲座受到广大青年学生欢
迎，《兴安党旗红——兴安盟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建
立》等兴安红色文化课初稿已完成，兴安盟通过建设
红色文化实践教学课堂，在青年学子中弘扬北疆文
化，传承革命精神。

兴安盟不仅用好北疆文化资源，讲好“大思政
课”，开展实践活动，还将深厚的红色文化资源作为打
造北疆文化品牌的重点，组织盟内外社科理论研究专
家“联合作战”，形成挖掘阐释与实践转化相结合的

“一盘棋”格局。
今年2月，兴安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内蒙古社科院

在内蒙古社科院兴安分院成立北疆红色文化研究基
地，“兴安盟北疆文化探究”系列研究课题在自治区
成功立项，以高质量理论研究成果夯实北疆文化理
论根基。

壮丽多姿的自然景观与丰富多彩的红色文化
相映相融，成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
力。今年以来，兴安盟通过广泛开展走一条精品
红色旅游线路、经历一段光辉岁月、感受一次五一
大会、聆听一次党中央的声音、体验一次共有精神
家园、观看一场红色情景剧、听一次“六句话的事
实和道理”专题课、学唱一百首北疆红色歌曲并听
一次“赞歌”背后的故事、赴一场“石榴籽”邻里文
化大集、植一片“枫榆同舟”团结林等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十个一”红色主题系列活动，让各
族群众在“学、看、听、走”的过程中，坚定感党恩、
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走进兴安领创·展示体验中心，“兴安剧场”
“兴安兴邦”“大观兴安”三个主题空间将兴安盟剪
纸艺术、银器制作等特色非遗和文创产品集中展
示，游客可以“一站式”见证红色文化、农耕文化等
文化的精彩传承。

“在文化产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举办非遗文创产
品设计大赛，推动兴安盟红色印、兴安盟红色文旅系
列积木、马头琴文创系列香器等获奖设计成果转
化。”兴安盟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刘婷婷表示，目
前，兴安盟还在进一步完善兴安领创·展示体验中心
功能设施，持续壮大兴安盟文创实体店及文创商品
认证规模，积极组织文创企业和文创商品认定“我和
草原有个约定”品牌，推动红色文化创新性发展和红
色资源创造性转化。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五一
大会’旧址，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的诞生地……”
身披“小小红色宣讲员”绶带的兴安盟乌兰浩特市
合展小学学生李炫苇，站在“五一大会”旧址声情
并茂地为参观者介绍，稚嫩而又洪亮的声音响彻
整个大厅。

当历史的尘烟散去，五一会址这幢见证了内蒙
古自治区诞生，记录了红色政权在广袤草原生根发芽
的青砖二层小楼，已经变成“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全国国防教育
示范基地”“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全
国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游客。

近年来，兴安盟持续加强对红色革命遗址遗
迹的保护修缮，还原文物本身的内涵和特色，创新
展示利用形式。如今，以“一馆三址”为核心的红
色旅游矩阵，逐渐成为兴安盟旅游的一大亮点，越
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带上家人走进红色景区，参观
红色文物保护单位，聆听红色故事，感悟红色文
化，接受红色教育。

“今年春季，我们发布了4条春季旅游精品线
路，其中就包括一条‘红色兴安之旅’，我们在原有
亮丽北疆·内蒙古民族解放红色研学旅游线路、

‘革命烽火·红色草原’精品线路两条红色旅游线
路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充实为含‘一馆三址’、
兴安农村第一党支部纪念馆、索伦苏联红军烈士
纪念塔等21个景区景点的四日游线路。”兴安盟文
化旅游体育局局长乌兰格日乐说，兴安盟将红色
资源连点成线，让红色旅游创新出彩，吸引了区内
外目光，去年共接待游客96.5万余人次。

回首往昔，1947年5月1日的第一缕曙光从红
城升起，把草原大地照亮；第一声号角，在兴安上
空吹响，为北疆儿女带来希望。

在新时代讲活红色故事，于新征程续写革命
荣光。兴安盟开展北疆文化建设、全方位传承红
色精神、大力推动发展红色文化其势已成、其时已
至、其兴可待。

游客在“我爱中华”留言墙、签到簿留下对祖国的祝福。

北疆红色文化研究基地揭牌。 学生们认真聆听红色革命历史讲解。 歌舞剧《赞歌》。

筑牢思想根基 在感悟初心中汲取奋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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