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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松年烈士纪念馆：
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在呼和浩特市清风公园里坐落着一个特
别的展馆，馆内建筑风格独特，如今它已成为
呼和浩特市爱国主义教育的打卡新地标，它
就是多松年烈士纪念馆。多松年烈士纪念馆
由多松年烈士故居和展陈区组成。故居为清
末民初传统民居建筑，由正房、东厢房和南房
组成，是多松年青少年时代居住、生活、学习
的地方。

1923年秋，多松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
蒙藏学校，受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赵世炎、
邓中夏的教诲，在接受了马列主义之后，多松
年深知这是救国的真理，便立志献身于无产
阶级的解放事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仅半个月，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

开。作为热河、察哈尔、绥远 3个特别区的

党组织的唯一代表，多松年出席大会。这次
参会，也让多松年进一步坚定了对党的正确
路线的认识和信心。面对白色恐怖，他不畏
艰险，仍然返回张家口，向各级党组织传达中
共五大精神。1927年8月，多松年不幸遭特务
逮捕，牺牲时年仅 22岁。他把自己短暂而光
辉的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献给了革命
事业。

多年来，多松年忠
诚为党、一心为民、爱憎
分明、不怕牺牲的革命
精神激励、鼓舞着一代
又一代后人追求进步和
真理，为实现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接续奋斗。
（文/张伟 图/庞启恒）

兴盛街，东起大东街，西至大南街，因走向弯曲，
俗称圪料街，1956年改称兴盛街；2018年小召头道巷
和东兴旺巷并入，统称兴盛街。

据有关史料记载，这条街形成于清中期归化城
召庙建设的顶峰时期。呼和浩特的召庙之多，有“七
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这样的说法，这一时
期，席力图召和小召周围的一些街巷民居多数为庙
产，租给老百姓，每月由喇嘛上门收租。

清末民初，一方面，战乱给召庙带来极大的冲
击，一些召庙不得不变卖房屋地产，维持开销；另一
方面，大批晋商“走西口”进入归化城，许多成功的
晋商在繁华的召庙周围置地建房，尤其是在席力图
召和小召之间，形成各自无规划的建筑，两端街道
口处又南北错落，无法取齐，就成了一条好似轱辘
把形、弯曲不直的街道，于是当地百姓就给它起了
一个颇有意思的名字叫“圪料街”。

相传，当时街道两侧商铺繁多，有剃头铺“喜顺
堂”，有专门制作算盘、尺子、竹门帘的老字号“源福
泰”，还有老药铺“元泰和”等。而现如今，这里有更
为人们所熟悉的大盛魁文化创意园和众多呼和浩特
地道名小吃烧卖馆。

东起五塔寺后街东口，西至兴盛街西口，这里是“中
国烧卖美食街”。多家老字号的
烧卖馆生意格外红火，为大家带
来舌尖上的青城盛宴。随着文
化不断融合与发展，兴盛街已成
为一条极具历史文化底蕴与生
命活力的特色老街。

（文/苗露 图/张瑞丰 参考
文献／《呼和浩特市地名志》

《内蒙古日报》、活力玉泉）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人间芳菲四月天，前几天的几场春

雨使得呼和浩特的花花草草出落得愈发

撩人。春风拂过，呼和浩特的春天“拍了

拍”你。

春天，我该用多少美丽的辞藻才能

形容你的美？初春带着羞涩与期待，悄

悄地走进了我们的世界，她宛如一位淡

妆的女子默默地为大自然增添了

另一种姿态。春风拂面，万物复

苏，每一片绿叶都仿佛在诉说着

新生的喜悦，每一朵花儿都绽放

出别样的风采。春，是一个充满

诗意与浪漫的季节，她用自己的

方式诉说着生命的美好与奇迹，

让我们珍惜这份美好，让我们用

心去感受每一个细节，将初春的

唯美永远留在心间。

（文/张耀天 图/庞启恒）

呼和浩特的春天
“拍了拍”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