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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峥嵘岁月 寻红色足迹

老牛坡，位于内蒙古清水河与山西平
鲁、偏关两省三县交界地带。1937年，抗
战时期晋绥交界地区成立最早的农村党
支部——老牛坡党支部成立于此，成为引
领当地革命斗争的一面鲜艳旗帜，是抗战
时期连接晋绥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
重要枢纽，也是革命圣地延安通往大青山
抗日游击根据地和共产国际的重要通道。

如今，依托革命老区厚重的红色文化资
源，坐落于清水河县北堡乡境内的明长城脚
下的中共清水河县委党校（老牛坡研学中
心）现有老牛坡党支部展馆、老牛坡党支部
旧址（复原）、北堡村抗战遗址、北堡革命烈
士纪念碑、青龙洞山生态文明教学点和四公
主德政碑等12个现场教学点，集现场教学、
室内培训、餐饮、住宿和运动于一体，面向区
内外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和红色研学的研学
机构，是国家 4A级红色旅游区，也是清水
河县重点打造的全国一流农村基层党建阵
地、全国一流干部教育实践基地。

据中共清水河县委党校副校长朝鲁介
绍，通过组合式利用“老牛坡党支部旧址”
等革命纪念设施、“四公主德政碑”等历史
文物和“青龙洞山”等生态文明成果，开设
具有老牛坡特色的革命历史课程，自运营
以来，累计接待学员和研学爱好者共 860
多班次、30万余人次，成为全区各级党员干
部研究党史、接受洗礼的红色殿堂，也是青
少年学习革命传统、陶冶道德情操的重要
课外研学基地。

坐落在新华西街乌兰夫公园内的乌
兰夫纪念馆由主馆、纪念广场、塑像平
台、升旗台、碑亭、牌楼 6个部分组成，整
体建筑群将传统建筑风格与现代建筑技
术融为一体，在松柏绿荫的环绕下，形成
了以人文历史为内涵、园林景观为载体、
相互衬托的游览胜地。

乌兰夫纪念馆是内蒙古自治区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
要窗口，是广大群众学习相关历史知
识、提高思想修养的重要课堂。整个展
览陈列共分为 6个部分 12个单元，共设
置 8个展厅，生动翔实地展现了乌兰夫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争取民族
解放、祖国统一，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
立的不朽功勋。

展厅里，陈列着乌兰夫用过的怀表
和铜印，仿佛正在讲述着那段历史时
光。最吸引游客目光的还有两件洗得发
白的中山装。据乌兰夫纪念馆讲解员介
绍，这两件中山装伴随了乌兰夫很多
年，而且平时根本舍不得拿出来穿，只
有在参加重要活动时才穿出来。1983
年 6月 18日，乌兰夫出席六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副
主席，当时就是穿着这套灰色的中山
装。现在这两套中山装已被列为国家
二级文物陈列在纪念馆里，时刻提醒年
轻人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保
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大青山红色文化公园位于新城区
大青山南麓，是一座集参观教育、致敬
缅怀、红色研学、国防教育等多功能于
一体的开放式文化旅游公园。大青山
红色文化公园南邻内蒙古少数民族文
化体育运动中心；北接大青山健身步
道，环境优美，交通便利，自建成以来吸
引许多游客前往参观。

据大青山红色文化公园讲解员孟
静介绍，在大青山红色文化公园，最让
游客感觉震撼的要数《大青山地区革
命英烈》展厅，展厅以“山高人为峰”为
设计理念，突出由 290位先烈与前辈所
组成的山体造型，通过多媒体手段辅
助氛围，充分体现革命英烈及革命前
辈的悲壮雄伟与卓著功勋。《大青山地
区革命史展览》以“正观·背看”为特
色，正观——从展厅入口望去，展览山
体造型由低到高宛如群山叠叠展开，
大青山的气势一览无余；背看——观
众进入“山”中，随着光线由暗变明，大
青山革命史内容也由艰难革命向辉煌
成就依次展开，展桌、展板、多媒体等
在“山”中构成了基础展示形式，大型
雕塑场景以及历史环境再现。

人民英雄纪念碑位于大青山红色
文化公园北面，高 27米，大气庄严，前
刻汉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后刻蒙
文“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纪念碑后
有并列旗帜墙左右环抱，与密林共同
形成纪念碑广场背景景观。大青山红
色文化公园内还建有彩虹桥、哈达
湖、升旗广场、听松阁、七彩台、旭门
坪等设施。

在呼伦贝尔北路东侧的清风公园
里坐落着一座特别的展馆，馆内建筑风
格独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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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多松年烈士纪念馆讲解员韩飞
飞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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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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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缅怀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呼
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将烈士故居进行了
修缮，并陈列了一批文物，成为进行革
命传统教育的场所，现已列为内蒙古自
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2 月 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一天，让我们踏

寻红色足迹，感悟呼和浩特红色历史文化，激发爱国情怀。

□文/图 本报记者 马妍 李娟 王璐

在玉泉区有一座红色博物馆——绥

蒙抗日救国会旧址纪念馆。

该纪念馆原为玉泉区财神庙，始建

于清雍正二年（1724 年），整体建筑为

前后两进四合院式布局，坐北朝南，采

用砖木结构，建筑面积 1186 平方米。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成为爱国人士宣

传抗日、开展活动的重要场所。2006
年，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旧址纪念馆

（财神庙）被评选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2010年财神庙重新修建，并在后罩

楼二楼布置了《历史不容忘记——绥蒙

各界抗日救国会史略》展览，展出许多

有关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从事抗日救

亡运动的图片、展品，旨在对外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活动。2011年获得自治区

文物局关于博物馆纪念馆注册的批复

对外开放。

2019年，纪念馆一楼布置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展览，并新

建一间视听室；2015 年被评为自治区

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0 年被国务

院公布为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

遗址名录。

为了更好地将纪念馆蕴藏的革命

传统和民族精神等红色资源加以全面

开发和有效弘扬，纪念馆内的陈列内容

进行了系统提升、公共配套空间进行了

整修。提升改造后，展览展陈面积增加

为 356平方米，展出展品 30余件，新创

作场景复原 2 处，新增 3D 幻影成像 1
处。通过雕塑、模拟场景、情景再现、

大型多媒体互动场景等多种展示手段，

全面、系统地反映绥蒙抗日救国会的光

辉战斗历程，真实、生动地再现革命先

烈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

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展馆位于武
川县，是抗战时期通往苏蒙的红色交通
枢纽、华北抗日战线的桥头堡，是全国19
个根据地之一，在抗战革命史上有着浓
墨重彩的一笔，有着深厚的红色文化底
蕴，承载着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深厚
的老区精神。

武川县委党校胡利告诉记者，1938
年8月，八路军120师组建的八路军大青
山支队协同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
总动员委员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和
所属游击四支队，共 2300多人开始挺进
大青山。10月初，部队越过平绥路挺进
大青山腹地，经过艰苦的努力，逐渐创建
起了包括绥东、绥南、绥中、绥西四块根
据地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从大青
山抗日根据地创建起，八路军和蒙汉各
族人民就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
的殊死搏斗。1938年9月至1942年10月
的4年时间里，共毙伤日伪军2000余人，
俘虏近千人。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展馆主题
内容鲜明，由主题正厅和五个展区组
成，馆内展品丰富，宣讲资料详实、生
动，功能作用明显，是呼和浩特市地区
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红色
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全
国示范基地。乌兰夫同志用过的怀表和铜印

乌兰夫同志穿过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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