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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北小延安”的故事在延续
□本报记者 肖璐

盛夏时节，赤峰市林西县西山革命烈士纪念公园庄严而肃穆，以朱德骑
兵旅为原型塑造的烈士铜像前，一批又一批干部群众前来瞻仰，缅怀先烈，
表达着对革命前辈建立伟大功勋的深深敬仰。

“2000多平方米烈士纪念公园，已成为当地党员教育、廉政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林西县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杨卓说，作为“热北小延
安”，林西县拥有光辉的革命历史画卷，成为一代又一代人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

红色资源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珍贵的文旅资源。在林西博物馆，“万年古
韵 博远林西”“北疆沃土 移民林西”“塞北烽火 红色林西”3个主题展厅让广大游客
对林西县这片热土上的历史文化、移民精神和红色革命基因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孩子放暑假，一家人沿着红色研学旅游线路来到林西，追思在革命战
争中牺牲烈士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来自天津市的游客李学东说。

2023年，我区发布10条红色研学旅游线路，其中第五条“亮丽北疆·解
放战争红色研学旅游线路”中就涵盖林西革命烈士陵园，可以缅怀在大革命
时期及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革命先烈。

林西，北靠大兴安岭，南照西拉木伦，是内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的
低山丘陵地带，作为塞北军事重镇，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林西曾是热北
解放区中心和稳固的根据地，为党中央冀察热辽分局转移，建立后方指挥中
心，实现东北地区的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至此有“热北小延安”美誉。

“当代花木兰”郭俊卿就是在林西参军的，女扮男装5年之久，为解放事
业出生入死，屡建奇功。1950年，郭俊卿被中央军委授予“全国特级战斗英
雄”“现代花木兰”荣誉称号。

“妻子送郎去参军，母亲送儿上战场”。解放战争期间，林西县仅有9万人口，就
有8000子弟参军上前线，448名在册英烈和无数无名优秀的林西儿女血洒疆场，先
烈的英名将永远镌刻在历史丰碑之上，英雄的家国情怀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林西，祖国版图上这座红色的地标，“热北小延安”的故事在延续，伟大的延安精
神在传承，红色基因浸润在这片热土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永葆初心，奋勇向前。

“全县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 100 亿元大关，达到 104.6 亿元，增长
10.1％；固定资产投资 47.6 亿元，增长 36.6％；税收收入 2.67 亿元，增长
20％；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7493元和 15412元，分别增长 5.7％
和8.6％，四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居赤峰市首位。”

在林西县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一段亮眼的成绩单跃然纸上。代代
相传的红色基因让林西各族人民肩负新使命，逐梦新征程，让“热北小延安”
的红色印记擦得更亮，绽放林西新风华。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通讯员 李红宇

红色七月，凉城县绥蒙革命纪念园、
贺龙革命活动旧址迎来了客流高峰，近万
名游客们纷纷到这里感受红色历史，缅
怀革命先烈。

随着讲解员的引领，游客们依次参观了
“贺龙革命活动历程”“烽火凉城”“旧居复原”
“丰碑永存纪念厅”四个展区，展柜中陈列的

一幅幅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深度展示了
贺龙元帅当年率部队三驻凉城，在此整训
部队，指挥战斗的历史让人们唏嘘不已。“缅
怀革命先烈，重温红色记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继续跟随中国共产党的脚步奋力前
行。”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大青山街道下新营
村陈佳贺参观完展厅激动地说道。

近年来，凉城县坚持政府引导、企业
主体、市场运作，充分利用绥蒙革命纪念
园、二龙什台、马刨温泉、岱海国际滑雪场、

岱海旅游区等资源，抓好避暑康养、温泉疗
养、冰雪运动、特色民宿、红色研学等多业
态协同推进，唱响旅游品牌，将丰富的资源
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优势，打造全
域全季旅游强县。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爱国主义教
育工作，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满
足广大干部群众的多样化学习和参观需求，
通过优质的服务推动我县红色旅游高质量
发展”。贺龙革命活动旧址负责人王红霞说。

“烽火凉城”迎来旅游高峰
乌兰察布

盛夏7月，草长莺飞，正是旅游的好
时节。拥有百年历史的口岸名城满洲
里，吸引着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位于满洲里市区西9公里处的满洲
里国门景区，再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
共产党早期创始人和领导者抗击外来侵
略，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保持密切联
系的国际秘密交通线历史风貌，是重要的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国门景区内设有国门、中共六大展
览馆、红色展览馆、41号界碑、红色秘密
交通线遗址、和平之门广场等景观。在
这里，游客可重温革命历史，感受中国共
产党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

“这里的每一处景观，都仿佛在低声
轻语一段隐秘而又波澜壮阔的红色岁
月，令我思绪万千。”在满洲里市国门景
区，来自山西太原的游客王怡然说。

1903 年，中东铁路全线贯通后，满
洲里成为进入中国的首站。从 1920年
之后的18年间，共产国际和中共东北党
组织在满洲里建立、守护着国际秘密交
通站。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形成了
多条通往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交通线，其
中由中东铁路经哈尔滨、满洲里、86号
小站、赤塔赴莫斯科的交通线是形成时
间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发挥作用较大的
一条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

“哈尔滨到满洲里这条‘红色之路’，
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了特殊而重

要的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个时期，数以万计
的旅俄华工途经满洲里回国，带回来革
命书刊，还将亲身经历的俄国十月革命
情况介绍给中国人民，加快了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与发
展壮大的步伐。”满洲里市历史文化研究
会会长王铁樵说。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
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区举
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
外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是在中
国革命处于危急时刻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
议。据统计，有92名从满洲里出境的中共
六大代表，包括周恩来、邓颖超、蔡和森、李
立三、瞿秋白等人。六大结束后，许多代表
经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回国，满洲
里又一次担当起了护送的重任。

革命者的图片、蜡像、当年的会议场
景……在满洲里市中共六大展览馆内，当
游客们触摸这些历史遗迹，就像不自觉地
打开了一轴悠长的历史长卷，听它们讲述
那催人泪下却又鼓舞士气的红色故事。

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站一共存
在了 18 个春秋，直到 1937 年被破坏。
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站，见证了年
轻的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成熟，保障了
过境的中共干部、共产国际人员的安全。

2005年，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教
育基地被列入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

一，是全国唯一以共产国际为主题的红色旅
游景点，年接待游客人数超过500万人。

现在，以中共六大为主要内容的红色旅
游展馆，按照1:1的比例将当年位于莫斯科
近郊的银色别墅复制到满洲里国门景区内。
红色展览馆和中共六大展览馆，全面展现了
我党早期领导人经由满洲里前往苏联和共产
国际寻求革命真理拯救中华民族建立新中国
的光辉历程，吸引了众多当地市民和外来游
客前来游览、参观。

今年，满洲里市以打造“北疆文化”
品牌为龙头，深度挖掘口岸、红色、异域、
草原等特色文化内涵，精心推出大型红
色舞台剧《风雪黎明》等文化名片，加快
推进“记忆·满洲里亚”中东铁路光阴故
事二期项目建设，提升红色旅游吸引
力。截至 5月 31日，满洲里市接待游客
122.89万人次，同比增长171.43%。

暑假临近，满洲里市暑期旅游日渐
升温，亲子游、青少年研学游等火热开
启。当地推出了满洲里风情游、红色记
忆一日游、“红色之路”中俄满洲里—赤
塔自驾游等多条旅游线路，让青少年和
广大游客在红色文化游中传承红色基
因，感受爱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

漫步今日的满洲里，异域文化、红色
文化尽收眼底。人们会记得，今天这片
土地上的和平幸福，是无数人用鲜血和
生命换来的。在红色历史面前，大家除
了倍加珍惜，就是努力向前。

“三线记忆”的传承
□本报记者 郝飚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日前，乌海市海勃湾区第一小学组织
开展了六年级毕业典礼暨红色研学实践活动。活动中，学生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走进位于海南区的内蒙古小三线军工文化纪念馆及内蒙古第一通用机
械厂旧址，通过参观红色多功能厅、工具展示车间、三线大食堂和主人广场
雕塑等，追寻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

位于海南区“六五四”地区的内蒙古小三线军工文化纪念馆是内蒙古自
治区首个军工文化“三线记忆”纪念馆，也是乌海市知名的红色教育基地。

据介绍，20世纪60年代，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科技人员、干部和工人义
无反顾奔赴乌海投身“小三线”建设，并在这里孕育了以内蒙古第一通用机
械厂、内蒙古第二通用机械厂为代表的内蒙古“小三线”军工企业。

2021年，为纪念这段历史而精心打造的内蒙古小三线军工文化纪念馆
在原址焕新重生。该纪念馆分为历史回响、峥嵘岁月和转型蝶变3个展厅，
通过“小三线”概述、转型历程、转型成就等10个单元，图文并茂地再现了“小
三线”建设在乌海的发展历程，并通过展出“小三线”建设时期极具代表性的
生产生活用具、历史文献和军民产品等，重现当年的生产生活场景。

现如今，内蒙古小三线军工文化纪念馆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旅游胜
地，每年都有大批游客来到这里参观体验。

近年来，乌海市深挖境内红色资源，不断讲好红色故事，着力发展红色旅
游。在红色教育基地，一张张珍贵照片和一件件历史物件，让游客在参观游览过
程中深刻感悟在党的领导下一代代建设者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目前，乌海市
先后打造了内蒙古小三线军工文化纪念馆、乌海市第一党支部纪念馆、乌海市党
性教育实践中心等一批红色教育基地，并形成了小三线六五四国防教育基地——
乌海市第一党支部旧址——赛汗乌素村——阳光田宇国际酒庄——黄河西行
客栈——蒙根花光伏农业园这条颇具特色的红色记忆乡村旅游线路。

□本报记者 薄金凤

盛夏时节，记者来到巴彦淖尔市临河
区曙光乡治丰村“塞外珍坊”民俗馆，抗战
老兵贾建国抚摸着金色勋章，将自己抗战
的经历娓娓道来：“我是一名八路军，我为
自己能参加抗日战争而自豪……”

这间民俗馆的“红色”气息浓厚，收藏
红色及民俗物品1000多件，农耕文化物
品1500多件，总面积3800平方米，总藏
品4万多件。谈到创办“塞外珍坊”民俗馆
的初衷，负责人刘文帅介绍，“通过对河套
民俗文化的挖掘，对历史遗存的整合，让
独特的农耕文化赋予河套民俗村新的灵
魂，我希望能通过这些展品，让游客找到
过去的记忆，让年轻人了解过去的历史。”

据悉，为了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
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曙光
乡定期邀请抗战老兵、乡贤能人带队讲党
史、讲亲身经历，缅怀中华儿女不屈不挠

的抗战精神，将红色文化引领和美丽乡村旅
游深度融合，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巴彦淖尔市红色资源较为丰富，1927
年，中共绥远地委派遣共产党员刘进仁回临
河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建立了临河党支部，
成为河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为纪
念这一时期的光辉历程，2022年，临河区在
当年河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现解放
街道联通社区）建立中共临河支部纪念馆。

“在这里，我了解党在河套地区壮阔的革
命历史，一幅幅版画，描述着我党在河套地区发
展壮大的生动故事，正如展馆的结束语所说：百
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正在中
共临河支部纪念馆参观的罗丁告诉记者。

进入暑期，磴口县的红色旅游显著升
温。该县打造了以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
内蒙古兵团博物馆、乌兰布和沙漠等为代表的
5个研学教学点，形成系统的研学课程，聚焦不
同受众需求，推出红色研学游主题路线。

“钢枪和铁镐分别代表兵团战士保卫和
建设边疆时使用的武器和工具，它也彰显数

十万兵团战士用青春和热血铸就的热爱祖
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兵团
精神……”内蒙古兵团博物馆讲解员余心
童正在讲解兵团历史，研学的学生在参观
的过程中，深刻领悟到“兵团精神”的涵义。

“今年暑假来临前，我们已接待来自本
市及周边盟市旗县的1.2万人次，其中未成
年人近5000人。希望通过红色研学活动，
塑造少年儿童的价值观引导同学们‘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把红色基因和革命薪火
一代代传下去，做担当奉献的新时代青少
年。”内蒙古兵团博物馆馆长王秀清介绍。

经过多年发展，如今的巴彦淖尔已
经将独具地方特色的红色文化与教育
培训、产业发展融合起来，建立起以五
原县冯玉祥誓师广场、临河区黄河河套
文化旅游区、内蒙古兵团博物馆为主要
代表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游客观光旅游、学习培训、投资
兴业，红色资源已经转化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全国唯一以共产国际为主题的红色旅游景点

年接待游客人数超500万
□本报记者 李玉琢 通讯员 李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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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织人如织。。王化勇王化勇 摄摄

贺龙革命活动旧址纪念碑贺龙革命活动旧址纪念碑。。张慧张慧 摄摄

参
观
者
络
绎
不
绝

参
观
者
络
绎
不
绝
。。
张
慧
张
慧

摄摄

巴彦淖尔

文 旅 相 融 生 机 无 限

赤峰

目
前
，全
区
共
有8

9

所
红
色
教
育
基
地
向
社
会
公
众
免
费
开
放
。

目前，
全区共有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397处

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9处

自治区级文物
保护单位

54处

备案的
革命类纪念馆、博物馆

13家

馆藏革命文物

13155件（套）

全区12处遗址

列入国家级
抗战纪念设施、
遗址名录

19

个
旗
县
入
选
全
国
第
二
批
革
命
文
物
保
护
片
区
名
单

2处草原入选

全国红色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