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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非遗讲故事听非遗讲故事

本报讯（记者 孙岳龙）近年来，
我市坚持以文旅互动、业态融合为抓
手，培塑和擦亮“北疆文化”品牌，赓续
红色血脉，传承红色文化基因。

我市高度重视红色文化资源，加
强对红色文化保护利用的总体规划、
宏观指导和制度建设，将其纳入全市

“十四五”文化旅游（文物）发展规划，
构建了市、县、乡（镇）三级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责任体系，有力地推动了全市
红色文化保护利用工作。编制了《呼
和浩特市全域旅游总体规划》《呼和浩
特市红色旅游线路规划》，指导推动全
市红色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
我市共有红色遗址 106处，其中国家
级文物保护单位 3处、自治区级文物
保护单位16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4处。全市现有可移动革命文物3200

件，其中一级、二级、三级文物69件，2
批 20个入选内蒙古自治区革命文物
名录。

红色文化是红色旅游景区的灵
魂。我市抓好红色文化核心，加快红
色文化研究挖掘，加大红色资源调查、
红色文物保护、革命历史研究力度，深
入阐发革命时期的重大时间、重要任
务、重头故事，让收藏在纪念馆里的革
命史料、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红色文
物、印刻在石木条幅的红色非遗“活”
起来、“火”起来。与此同时，不断推进
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构建红色文化遗
产长效保护机制，建立修缮保护清单
和分类保护指南。7000余万元专项
资金用于革命文物保护，相继完成了
乌兰夫故居、白塔火车站旧址国家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修缮工程，对贾力

更烈士故居、多松年烈士故居、内蒙古
自治区政府 1号办公楼、绥蒙抗日救
国会等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
行修缮抢险加固，设置文物保护标志
碑 92处。对“中共绥远工委旧址”进
行了重点保护，重新树立文物保护标
志碑和文物说明牌，并丰富完善了展
陈内容。

红色旅游的核心是进行红色教
育、传承红色基因，让干部群众来到
这里能接受红色精神洗礼。我市不
断完善管理机制，提升革命文物展
示水平。加大对红色文物、文献、档
案、史料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力度，
有效拓展利用途径，将红色文化资
源打造成党员干部群众的教育基
地。目前，全市依托革命文物场所，
累计创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31 个、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
基地 19个。组织了“大青山革命史”
等主题革命文物展 26 个，参观游客
达 53 万人次。采取“走出去、结对
子”“红色文化进校园”系列讲座等
多种方式，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活动，
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感党恩、听
党话、跟党走”。

红色文化是红色旅游景区的重要
资源，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
的历史文化内涵。截至目前，全市共
有红色旅游景区景点 30多个，其中，
乌兰夫纪念馆、大青山红色旅游景区、
老牛坡红色旅游景区等国家级红色旅
游景区 7个。我市通过文艺创作、模
式创新、精彩讲解等，可以让红色文化

“活”起来，让游客在饱览祖国大好河
山的同时，在鲜活的“教科书”中了解
党史、国史，以游促教、以文化人。为
弘扬传承好红色文化，我市推出了《青
山儿女》《青山之恋》《青山劲松》组成
的“青山”三部曲，创作了《多松年》《刘
洪雄》《青山烽火》《高凤英》《红岩》等
红色主题经典剧目，并开展了展演巡
演活动。

近年来，我市结合其他资源优势，
不断拓展红色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丰
富红色旅游文化内涵和体验形式，大
力发展“红色+绿色”“红色+乡村”“红
色+研学”“红色+科技”等旅游新业
态。比如，清水河县老牛坡红色教育
基地实施景区化建设，利用红色资源
发展红色旅游，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更好服务乡村振兴。

下一步，我市继续以打造“北疆
文化”为重点，用好红色资源、赓续
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深入挖
掘革命红色文物资源，开展革命历
史研究，阐释好红色文化内涵；举办
红色展览，讲好革命文物故事，传承
弘扬红色基因；举办优秀红色文艺
作品展演巡演活动，推出一批感染
人、教育人的红色故事；举办全市红
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努力打造一支
政治过硬、业务过硬的红色旅游人
才队伍，为游客提供优质讲解服务；
重点支持一批全市红色旅游重点项
目，推出更多以革命文化为主题的
研学旅行、体验旅游、休闲旅游项目
和线路。

本报讯（记者 梁静姝 实习记者
若谷）在刚刚过去的双节假期，清水
河县老牛坡红色文化旅游区迎来了
大批游客。

在青龙洞山上一群游客正在拍
照打卡，山岭中有游客写生，还有 20
多位中国梦登山俱乐部队员与市长
城科普学会的会员在这里相聚，他们
背上行囊，徒步探秘古长城，体验红
色文化与长城文化。

一直以来，清水河县老牛坡红色
文化旅游区以 4A 级景区为示范引
领，以创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
载体，依托红色历史和自然资源富集
优势，积极打造集吃、住、玩、学为一体
的短途精品游线路，让“红色旅游+”赋
能乡村振兴，打响“北疆文化”清水河
品牌。

升一次国旗、重温一次入党誓
词、听一堂党课、吃一顿忆苦思甜
饭……走进老牛坡党性教育基地，

土炕窑洞年代感十足，仿佛将时光
瞬间拉回到过去。其中，集中体现
出革命战争精神的是老牛坡党支
部旧址，这里主要以场景重现还原
了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中，以老
牛坡为代表的老区人民在抵抗日
本帝国主义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
治的艰苦磨炼中，逐步形成了百折
不挠、敢于斗争的老牛坡精神。自
2017 年以来，旅游区以老牛坡为核
心打造了老牛坡党支部旧址和展
览馆、北堡抗战遗址、北堡革命烈

士纪念碑广场等 10 多处教学点，
成为远近闻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老牛坡红色文化旅游区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他们盘活当地优越资
源，加强红色文化学习教育实效，依
托来老牛坡研学培训的契机，对全
县乡村振兴示范点、集体经济样板
村、生态文明示范区等全县各类特
色资源进行合理统筹，在县域内布
局各类现场教学点 26个，开拓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等培训精品研
学线路，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教学
链条。截至目前，累计接待前来学
习参观的单位、团体、组织共计 30万
余人次。除此之外，还深挖老牛坡
革命老区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
人文资源，修缮改造陈旧窑洞作为
特色民宿，种植无公害蔬菜变成特
色美食，将红色旅游与乡村游、生态
游相结合成“红加绿”产业模式，让
以往的“一小时瞻仰”变成现在的

“一天红色文化体验旅游”。

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城市文脉

呼和浩特让红色文化焕发时代光芒

探寻探寻““红红””了的老牛坡了的老牛坡

乌兰夫纪念馆夏景

老牛坡红色文化旅游区

蒙古象棋：棋盘上的非遗传承

韩元军正在下蒙古象棋

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近日，由
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市文化艺术
研究院（市非遗中心）、市文化馆承办
的“ 唱 响 北 疆 文 化 ，传 承 青 城 文
脉”——呼和浩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手工艺展在市文化馆开展。

据了解，展览现场共展出近百

幅手工作品，内容涵盖剪纸、皮艺、
布贴画、面塑、蛋雕、仿真微型工艺
制作、京剧脸谱制作技艺、古法手工
制香、刻铜技艺等。参展作品题材
丰富,立意高远，展现出传统美和现
代美交相辉映，展览将持续到 10月
15日结束。

呼和浩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手工艺展览开展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艳霞）蒙
古象棋是世界上较古老的博弈游
戏之一，蒙古语称为“沙塔拉”，它
是自古代就流行起来的一个棋种，
其造型蕴含蒙古族文化元素，玩法
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是蒙古族传
统体育项目，而蒙古象棋也是精巧
的民族手工艺制品，2008年入选中
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目录。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蒙古象棋，
就被它有趣的造型所吸引，狮子、狗、
骆驼、马，还有勒勒车，所有一切整齐
排列在一个64格的棋盘上，这棋盘仿
佛是一片‘浓缩的草原’，博弈之间，
一个个生命在棋盘上跳跃着……”
内蒙古国际象棋协会副会长、蒙古
象棋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韩元军
说。

韩元军回忆，1985 年夏天的一
个傍晚，一位老者对正在与街坊下象
棋的韩元军说，“我看你棋艺精湛，是
学习蒙古象棋的好苗子，你愿不愿意
和我学习蒙古象棋？”那年韩元军12
岁，自此他与蒙古象棋有了不解之
缘。他潜心研究蒙古象棋，对蒙古象
棋的兴趣越发浓厚，棋力不断增长。
记者在他的书柜上看到摆放的各类
比赛荣誉证书，包括呼市第一届少数
民族体育运动会蒙古象棋冠军、自治
区棋协杯冠军、自治区第四届欢乐草
原全民健身大会蒙古象棋冠军等荣
誉证书。

蒙古象棋是草原牧区很多家
庭代代承袭的娱乐游戏，带有浓郁
的博弈乐趣，是草原文化的瑰宝。
它的棋具、走法和比赛规则接近国
际象棋，但又有所区别。棋盘有 64
格，深浅交替，棋子分白黑两种，共
32 个，材质有木雕、骨雕、石刻的，
双方各有一王、一帅、双车、双象、
双马和 8个小兵。为了突出草原生
活特征，棋子的形制有变化，比如
象被刻成骆驼的形象，兵刻成猎狗
的形象。

“我一直努力把蒙古象棋推广
到我市中小学校园，因为这个项目可
以拓展学生思维空间，提升个人技能，
丰富课外生活。”韩元军每周都会来到
赛罕区民族小学指导蒙古象棋社团的
学生，让学生了解传承蒙古族传统文
化的重要性。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蒙古象棋涉及多门学科，
虽是一门技艺，但却包含着深邃的哲
理，确是“棋如世事”、“棋如人生”。
每年的那达慕大会上，蒙古象棋作为
竞赛项目都备受关注，数十个棋盘在
草原上整齐排列，来自各地的棋手在
围观助战人群的呼声掌声中沉着冷
静，有条不紊地对弈。

“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祖先
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与现实社会紧密
结合，丰富蒙古象棋的文化内涵，让
更多的人欣赏到蒙古象棋的独特魅
力。”韩元军坚定地说。

大青山红色旅游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