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和浩特市城市展示中心：
微缩景观重现革命历程 红色教育深入人心

呼和浩特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
英雄之城，其中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是全国
十九个抗日根据地之一。

在呼和浩特市城市展示中心历史文化
展厅，可以看到“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
部”，巧妙地运用微缩造景的形式，栩栩如
生地还原了往昔的大青山抗日革命根据
地。透过这里的微缩景观你会发现，细节
之处毫不马虎，凭借精细的工艺和极高的
还原度，将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场景生动
地展现在大家眼前。一盏油灯、一张张作
战图以及当时的电报机都被精心还原。此
刻，历史变得更加鲜活，犹如穿越时空，让
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当年革命先辈们在艰苦
环境下的英勇斗争。

除此之外，采用微缩造景复原的还有当
时的绥蒙抗日救国会。作为大青山抗日根
据地的有力支撑，绥蒙抗日救国会在这期
间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救国会成立
于 1939年，下设铁路、工厂、学校三个支部，
成立之初搜集日、伪军情报，筹集物资款项
支援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同时秘密宣传中
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八路军在大
青山的抗日活动，扩大了党的影响，成为

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和秘密的群众抗日
团体。到 1940年初，会员发展到 200多人，
许多会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支
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秘密抗日团体。而绥
蒙抗日救国会的旧址就设在今天呼和浩特
市玉泉区的财神庙。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带走了岁月的
尘埃，却留下了不朽的红色精神。如今，在
呼和浩特市城市展示中心三楼的“主题党
建厅”中，依然可以感受到那份炽热的信
仰。在这里，党的思想、历史、方针、政策等
内容被整合在多媒体上，指尖轻轻触碰屏
幕，一段段承载历史鲜活记忆的文字便跃
然眼前。

主题党建厅，不仅仅是一个学习交流
的场所，更是一个精神的高地。它提醒着
我们，无论时代 如 何 变
迁，红色精神始终是我们
最宝贵的财富。我们要
继续发扬这种精神，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努力奋斗。
（文/张伟 图/庞启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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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旧称归化城。1572
年（明朝隆庆六年），蒙古土默特部
阿拉坦汗与明朝“通贡互市”建立
友好关系，并在这里修建城池，命
名为“归化”。当时在归化城，曾有
四大名井——玉泉井、海窟井、四
眼井和大坑井，它们因同出一脉，
井水甘甜，品质上乘又历史悠久，
成为了归化城中的名井。其中，海
窟井位于清泉街，民国二十年

（1931年），清泉街曾被命名为海窟街，1956年
更名为清泉街。

民国时期，清泉街一带曾是块风水宝
地。在海窟井的池塘畔边，树木环绕，在其东
北一隅，建有一座龙王庙，因城西还有一座龙
王庙，故此庙被称为南龙王庙，庙前还建有文
昌祠，井东南建有五道庙。

海窟井的井台用青石条砌就，井壁也是
石砌而成，青石井口呈六角形。北部还有两
个大井口，用大石磨盘压着，井台旁留有出水
口，如水上涨就流入池塘中。海窟井水清澈
甘甜，水质轻，矿物质丰富，是上等的矿泉水，
多少年来一直养育着周边广大居民和一些酒
楼、茶馆、商号。

现如今，在清泉街已看不到海窟井的踪
影，早年海窟龙王庙和文昌祠的旧址也成为了
沿街的清泉街小学校。幸运的是，龙王庙门前
的石狮子在清泉街小学留存了
下来，见证了300多年的历史变
迁，归化城中老百姓的市井生活
和文化底蕴在岁月中源远流长。

（文/苗露 图/张瑞丰 参考
文献/《呼和浩特市地名志》、
文化玉泉）

日前，自治政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主题书画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

开展。

本次展览共有200件作品入展，涵盖书

法、篆刻及中国画、油画、雕塑、水彩画等艺

术作品。此次主题书画展以艺术形式书写

和描绘全区各族群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

交往交流交融，手足情深、守望相助，形成

的“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

感上相互亲近”的美好景象。展览截止到5

月26日，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前去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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