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天梦想在这里实现。

打造“北疆文化”品牌，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着眼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推进文化强区建
设、全面展现内蒙古良好形象的重要路径。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西大门”和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
阿拉善盟聚焦聚力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
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以雄浑“壮美”的地域特征、绵延“和美”的家国情怀、醇厚“善美”
的信念坚守、开放“畅美”的胸襟气魄，标示“北疆文化”阿拉善注解，贡献“北疆文化”阿拉善担当。

（本版图片由阿拉善盟委宣传部提供）

“壮美”阿拉善 美在风光无限、多元文化包容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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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的“壮美”——美在地域辽阔、风光无限，
更美在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和长城文化在
这里的包容并蓄，彰显了阿拉善“北疆文化”独具特
色的地域特征和资源禀赋。阿拉善盟地理位置独
特，位于草原文明与荒漠文明交汇地带，特殊的地理
环境为阿拉善文化的多元性奠定基础，广袤草原和
苍茫沙漠，共同铸就了阿拉善独特的自然体系，也成
为各种文化因素交融交汇的重要场所。

寻根自然，融合发展。阿拉善盟位于祖国正北
方，内蒙古自治区的最西部，北承蒙古高原、南邻河
西走廊、西望天山、东依贺兰，全盟总面积27万平方
公里，总人口 26.9万人，在内蒙古自治区 12个盟市
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少。蒙古高原、河西走廊、河套
平原、宁夏平原及关中平原的地域文化不可或缺的
影响推动着阿拉善草原文化的繁荣发展。“大漠伊甸
园”通湖草原，群沙环抱、沙峰林立、起伏错落、一望
无垠，每逢盛夏、游人如织；阿拉善歌手德德玛以一
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描绘万里春光美如画。这
里贺兰峻逸、胡杨悬翠、沙海鎏金、居延澄碧。我国
三大南北走向的山脉之一的巍巍贺兰山屹立于阿拉
善之东，自古有“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之称；世
界三大胡杨林之一的额济纳胡杨林，“三千年不死”
的美名在这里传扬，金秋十月，满目金黄，宛如仙境，
被赞为“中国最美秋色”；这里有全球唯一的沙漠地
质公园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有享誉世界的三
大沙漠之一的巴丹吉林沙漠，因其以高、陡、险、峻著

称于世，被誉为“上帝划下的曲线”；这里有威震寰宇
的世界三大载人航天中心之一的东风航天城，创造
着中国航天史上一个又一个“第一”，实现了中华民
族千百年来的飞天梦想；融雅丹地貌与丹霞地貌为
一体的敖伦布拉格大峡谷，堪称世界自然景观一绝；

“色如渥丹、灿若明霞”，海森楚鲁怪石林形态各样、
栩栩如生；“漠中江南”月亮湖，酷似一幅中国地图，
镶嵌在茫茫沙海之中；宛如跳动心脏的乌兰湖，绚烂
炙热；世界罕见的大漠天池如天宫遗落在人间的一
块美玉，吸引无数海内外游客“心之所往，向善而
行”。“小小居延海，连着中南海”的居延海，在党中央
和国务院黑河跨省调水方案23年的成功实践下，生
态环境大幅改善，水域面积达到 40平方公里，呈现
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

阿拉善自古便是长城资源较富集的地区之一，
长城文明在这里传承发展，境内现存明代、汉代、西
夏三个时期的各类长城遗址点 800余处，是阿拉善
盟重要的文化遗产资源。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
和额济纳旗均有长城遗址分布。2020年，国家文物
局发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名单，阿拉善
盟境内明长城三关口段、北岔口段、居延遗址及汉长
城、乌兰布拉格障址等在列。同时，阿拉善农耕文明
不断传承发展，与黄河文化共同构成文化传承血脉。

在“北疆文化”的传承拓展中，阿拉善以其独特
的山川、胡杨、沙漠、航天、峡谷、农作为依托，建立了
统一和谐的自然体系。真正体现了既注重博采众

长、兼收并蓄，又把握鲜明个性、发挥自身优势的特
色，体现了北疆文化“多元一体”的特征。

文脉传承，历史悠远。阿拉善历史悠久、文化深
厚、灿若繁星，史前遗存、长城关隘、贺兰要塞、古郡
重镇、黑城文书等珍贵的历史文物和遗址遗迹，记录
着时代变迁、传承着中华文化的自信自强。早在旧
石器时代这里就留下人类活动的足迹，6000多年前
的曼德拉山岩画，栩栩如生地反映了古代先民在阿
拉善地区的生产生活情景。居延汉简的发现被称为

“20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举世瞩目
的黑城遗址，曾是汉、唐、西夏和元朝的军事重镇、丝
绸之路的重要关隘，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和意大利旅
行家马可·波罗都曾在这里留下优美篇章。闻名世
界的张骞出使西域、苏武牧羊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定远营、塔王府见证了阿拉善和硕特部与额济纳土
尔扈特部追逐梦想、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这
里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和草原丝路的重要通道，
农耕文化、草原文化等在这里交融发展，航天文化、
长城文化、沙漠文化、骆驼文化、观赏石文化各放异
彩，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见证。

青山、绿水、大漠、胡杨、草原、戈壁，“多彩的画
笔”描绘了阿拉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斑斓画
卷”。五彩的自然风光、厚重的历史文化，共同构成
了独具阿拉善特色“北疆文化”的鲜明特征和文化内
涵，奠定并熔铸了阿拉善人热情淳朴、忠厚宽广、自
信豁达的精神品质。

阿拉善的“畅美”——美在勇于开拓、善作善成，更美在
坚持站位全局、服务大局，推动打造“五大基地”，实施“七大工
程”的坚实步履，彰显了阿拉善“北疆文化”比肩发展的胸襟气
魄和职责担当。产业共进，创新发展。借助位于“呼包银榆
经济区”“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陆海新通道”重要位置的显著
优势，阿拉善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依托境内策克
口岸、乌力吉口岸两个对蒙口岸，全面深化对蒙经贸、文化、能
源各领域合作，构建现代贸易产业体系建设，打造联通内外、
辐射周边、资源集聚集散的全域开放平台，推动开放型经济
活起来、火起来。2023年，策克口岸扩能改造、智慧通关迈出
坚实步伐，全年进口煤炭超1900万吨，创开关以来历史新
高。乘着国家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
伏基地的历史性机遇，充分发挥年有效风速时数4000至
6500小时，年日照时数3100至3600小时，风光可利用资源
量约为13亿千瓦，远景资源量超30亿千瓦的特色优势，仅
2023年，实施新能源项目21个，160万千瓦风电项目并网发
电，腾格里大基地先导工程顺利开工，全盟建成新能源装机
达到568万千瓦，阿拉善正举步建设全国重要的亿千瓦级新
能源大基地，推进外送输电通道建设，打造绿能替代转化应
用、区域绿能合作、清洁能源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阿拉善各项产业发展正呈现出旅游业、新能源产业、
生态农业、文化传承与保护、科技创新等多方面明显加速
趋势，逐渐形成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产业体系，产业的快
速崛起正推动阿拉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也为传播阿
拉善“北疆文化”打下坚实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

内引外连，补齐短板。阿拉善对外开放基础设施建
设水平逐年提升，全国首个通勤机场于2013年在阿拉善
左旗正式通航，并于2023年获得国家有关部委支持支线
机场升级改造立项批复，将于2024年推动升级改造。包
银高铁银巴支线加快建设，巴音呼都格至巴彦浩特高速
公路完成主体建设，嘉策铁路、额哈铁路等干线铁路相继
建成运营，巴彦淖尔—额济纳—哈密客运专线审批立项，
路网结构日趋合理。巴彦浩特及沿线苏木镇饮水安全工
程建成通水、巴丹吉林新水源地引水工程落地建成，“水困
行难”瓶颈已逐步得到破解。依托全方位的开放建设，阿
拉善盟现已跃升为自治区第二大化工盟市，阿拉善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成为自治区第一大精细化工园区、自治区第
二大经济园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实现“零”的
突破。对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常态化举办“额济纳·中蒙
国际商品展洽会”“中蒙媒体联合采访团主题采访行”活动，
聚焦“北疆文化”深度传播，积极对外输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打响“苍天般的阿拉善”对外宣传品牌。

阿拉善正紧紧围绕中蒙俄经济新走廊、亚欧大陆桥和
内陆腹地高效联动、互补协同，着力打造我国北方防沙治沙
示范基地、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大基地、全国重要的现代盐碱
化工基地、全国现代骆驼产业示范基地和全国现代沙产业
示范基地等五大工程，深入实施防沙治沙和新能源、守土戍
边一体化工程、园区和产业提档升级工程、基础设施提升改
造工程、暖心工程、开放合作工程、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工
程、人才科技突围工程等七大工程，为自治区办好两件大事
和实现闯新路、进中游目标贡献阿拉善力量。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阿拉善将继续用“多彩之笔”书写多元一体文化融合
文章，以独具特色的“壮美”“和美”“善美”“畅美”音符和
形象，以文赋能、以文化人、以文弘业、以文铸魂，赓续北
疆大地历史文脉，共襄民族振兴千秋伟业，持续唱响民族
团结进步主旋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阿拉善的“善美”——美在扎根奉献、为国戍边，更
美在阿拉善人坚持守土戍边、稳边兴边及推进边疆稳
固安宁的共同奋进，彰显了阿拉善“北疆文化”深远醇
厚的信念坚守和人文精神。强边固边，矢志担当。阿
拉善地理位置特殊，北与蒙古国交界，边境线近735公
里，多年来，阿拉善以坚持“国有边防、边必设防”，坚持
强边、安边、固边、富边、睦边一体推进，扎根边疆的阿
拉善人民，守卫祖国壮美山河。在阿拉善右旗恩格日
乌苏嘎查，“北疆楷模”尼玛老人与儿子哈达布和坚守
国境线50余年，累计巡边18万多公里，被称为边境线
上的“活界碑”；2023年，尼玛老人的孙子成为边境派出
所的一名干警，捧起了奶奶和父亲的接力棒，在祖国边
疆继续谱写卫国戍边的传承佳话。各条戍边战线上涌
现出坚守生命禁区的算井子边境派出所、边防民兵“驼
兵排”、大漠边境“第一哨”谢宝民、戍边夫妻警务室徐
乃超和李文娜等一批稳边固边的模范集体和个人。在
阿拉善大漠戈壁之上，探索推行了草原110、戍边警务

室和居边护边蒙古包哨所、红色堡垒户等举措，夯实联
防联控和双拥共建基础，党政军警民携手并肩、强边固
防，汇聚起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情报互通、资源共
享，联防联治、联控联管”的强大合力。

春晖万里沐边关，依托中央“兴边富民”行动，通
过实施居边护边危房改造项目和加强扶持特色产业
发展，阿拉善不断改善守土戍边农牧民生产生活条
件，让农牧民不仅能够“安居守边”，更能“乐业兴边”。

生态戍边，不负青山。阿拉善盟固守生态边疆，
围绕建设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战略目标，相继
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草）、“三北”和野
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等重点工程，统筹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在腾格里沙漠东缘
和东南缘形成了长350公里、宽 3至 20公里的大型
防沙阻沙“锁边”防护林草带，荒漠化治理“阿拉善模
式”得到有效推广。全盟涌现出“魂系吉兰泰”的江
福利、张奎壁、刘宏义三代治沙人和“时代楷模”苏和、

“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个人”图布巴图等一批时代典
范。目前，已经形成围栏封育—飞播造林—人工造林

“三位一体”的生态治理格局，全盟生态环境得到了有
效改善，自然植被得以休养生息。阿拉善人民深入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在贺兰山自
然保护区全面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围绕贺兰山生态
保护建设目标，突出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科研监测，
最大限度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其栖息环境，维护森
林生态系统平衡，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
性。如今的贺兰山，森林面积由过去的36.8万亩增至
58.2万亩，森林覆盖率由31.6%提高到57.3%；野生动
物岩羊由1.6万只增加到5万余只。

在广袤的阿拉善大地上，各族干部群众坚持守土
尽责，凝聚力量担负起守卫祖国边疆的重任，将坚韧不
拔、扎根奉献的时代品格，融入“北疆文化”总体格局，合
力书写了守边戍边、强边固边的动人事迹，共同描绘出
边境安宁、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新时代大漠新画卷。

“善美”阿拉善 美在守土戍边、稳边兴边

定远营古城。

如诗如画的胡杨林。

阿拉善的“和美”——美在民族和睦、手足相亲，
更美在各族干部群众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的责任担当，彰显了阿拉善“北疆文化”一
以贯之的红色传承和精神追求。红色血脉，传承发
展。阿拉善大地生活着汉、蒙、回、藏等 38个民族，
历来就有着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的优良传统，“土尔
扈特万里东归”“阿拉善旗和平起义”“三千孤儿入内
蒙”等佳话广为流传。300多年前，不愿被沙皇剥削
和压迫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在“东迁先驱”阿拉布
珠尔的带领下，历尽艰辛，回归祖国，定居于额济纳
河流域，和当地各族群众一起内勤耕牧、外御强敌，
谱写了忠勇爱国的传奇史诗，彰显了中华民族强大
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
国共产党人在人烟稀少的阿拉善沙漠戈壁中，依靠
古老商旅驼道开辟了一条解放区通向共产国际活动
中心的秘密红色通道，由此在阿拉善大地留下了许
多老一辈革命家鲜为人知而灿烂光辉的事迹。邓小
平途经阿拉善时，曾表示定远营是个好地方。老一
辈革命家在阿拉善开辟的红色通道，史称共产国际
秘密通道（阿拉善段）。阿拉善地区和平解放之际，

达理扎雅亲王顺乎潮流、深明大义，结束了阿拉善旗
250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各族人民充分享受着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沐浴着党的和煦阳光，阿拉善各族干部群众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团结一
心、接续奋斗。20世纪 60年代初，来自上海、江苏、
浙江等地的3000多名孤儿被接到内蒙古大草原，他
们被称作“国家的孩子”，其中阿拉善家庭领养的有
30多位，成为民族团结互助的佳话。

顾全大局，家国同心。向阳花木易为春，始终沐
浴着党的民族政策的阳光雨露，阿拉善盟各族干部
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
中国梦”的殷切嘱托，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
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深化“携手共筑
中国梦、英雄精神满驼乡”品牌创建，实施“一区一带
三个融入”行动，扎实开展双拥共建，积极推进军民
融合深度发展，全盟 3个旗均被授予自治区双拥模
范旗，额济纳旗连续 6 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旗称
号。在光荣的额济纳大地上，“三易旗府——最好牧
场为航天”的故事成为阿拉善人民担当大义、为国奉

献的生动体现。为支持国家航天事业，额济纳当地
干部群众多次举家搬迁，数百干部职工、4000多名
牧民、10万多只牲畜搬离条件最好的额济纳旗府所
在地宝日乌拉，贡献出最好草场数万多平方公里，此
后又历经两次搬迁，为了祖国的国防事业作出了巨
大牺牲和无私奉献，在额济纳旗搬迁旧址上，新中国
航天事业的摇篮拔地而起。阿拉善落实民生保障长
效机制，每年度民生支出占70%以上，用情用力解决
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2023年 1月阿拉善盟被授
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盟”荣誉称号。

石榴结籽心连心，中华民族一家亲。如今的阿拉
善正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挖
掘阿拉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渊源、特色鲜明
的红色基因，依托红色教育资源，打造铸牢主线教育实
践基地，阔步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盟，各
族群众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既承载着往昔荣光，又步
履铿锵阔步前行，共同构成了独具阿拉善特色“北疆文
化”的家国情怀和人文精神，谱写了一曲各民族共同建
设伟大祖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和美篇章。

“和美”阿拉善 美在民族和睦、手足相亲

巴音湖水如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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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成

美美与共 向善而行

“北疆文化”的阿拉善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