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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有绿色，更有鲜艳的红
色。建党初期，以乌兰夫同志为代
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将红色的
种子撒向了这片少数民族地区，自
此，红色的基因就深深根植于草原
各族儿女心中。

在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
线路中，涉及内蒙古自治区的有三
条：“勠力同心·共同抗敌”精品线
路、“革命烽火·红色草原”精品线
路和“绿色阿拉善·多彩额济纳”
精品线路。沿着这三条线路，纵览
东西，穿越历史，能够感受到内蒙
古各族人民追求民族解放，建设亮
丽北疆的激荡豪情。

追寻烽火印记

“我们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
义，愿同生死、共患难，不投降，
不 叛 变 ……” 1941 年 的 一 个 冬
天，在熊熊篝火旁，汉族、鄂伦春
族、达斡尔族和朝鲜族的 11 位铁
血男儿，立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誓
言。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
治旗的鄂伦春民族团结抗战胜利纪
念碑，至今仍诉说着那段悲壮的
岁月。

起初，面对侵华日军的拉拢和
野蛮统治行径，鄂伦春族群众束
手无策。东北抗日联军的到来为他
们打开了一扇窗，“革命”“平等”
等词像磁石一样，吸引了这些未离
开过森林半步的当地人。从此，鄂
伦春人的抗日斗争实现了从自发到
自觉，从个别零散到有组织的转
变。抗联与当地同胞在战斗中结下
了深厚友谊。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北山，原
侵华日军海拉尔要塞遗址处，坐落
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
园。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这里
是中国各族人民抗日斗争的历史见
证，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
关东军在中国所犯罪行的有力证据
之一，更是中国劳工修建工事的血
泪史。”

2007 年，当地政府在此修建
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
园，成为弘扬爱国主义的基地。

“园区开园仪式上，中、俄、蒙三
国政府代表及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三
国老战士齐聚于此，共同缅怀并肩
作战、抗击侵略的光辉历史。”园
区负责人说。

海拉尔南边一千余公里的多伦
县，同样留存着各民族共同抗战的
历史印迹。在多伦县山西会馆内，

察哈尔抗战纪念展厅向世人展示着
从“九一八”事变到收复多伦的历
史事件及人物。

讲解员告诉记者，察哈尔是旧
省名，位于北京西北部，今分属河
北、内蒙古、山西等地，当时的多
伦县就处于察哈尔的管辖范围，而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也就是在这
里成立的。

虽然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遭
到失败，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同部
分国民党人局部合作抗日的新局面
及其经验，对于推动全国的抗日运
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如今，作为离北京最近的内蒙
古旗县，多伦县正依托这里良好的
生态、人文历史和区位优势，打造
京津冀休闲旅游目的地。

再踏红色足迹

锡林浩特市坐落着一座历史悠
久的寺庙——贝子庙。走过寺庙，
进入西侧一间幽静的小院，屋内简
单的陈设和墙上的历史照片，还在
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

解放战争时期，贝子庙作为中
共锡、察、巴、乌盟工委所在地，
是内蒙古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和乌兰
夫同志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发祥
地。如今，这里的旅游业、奶制品
产业兴旺发达，生态环境优美和
谐，人们续写着民族团结兴旺的历
史佳话。

向东六百余公里，就到达了内
蒙古自治区的诞生地——兴安盟乌

兰浩特市。在这座小城中，伫立着
一座不起眼的青砖起脊建筑，这就
是“五一”大会旧址。1947年4月
23 日至 30 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
议在这座小礼堂隆重举行。5 月 1
日，大会宣告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
成立，史称“五一”大会。

在乌兰浩特新区，坐落着一座
雄伟的建筑——乌兰牧骑宫。这里
是全国第一个以乌兰牧骑为主题的
文化场馆，也是当地市民们休闲娱
乐、丰富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乌
兰牧骑的蒙古语原意是“红色的嫩
芽”，后被引申为“红色文艺轻骑
兵”。自1957年6月17日第一支乌
兰牧骑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苏尼特右旗成立以来，乌兰牧骑始
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宣
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把党
的声音和关怀传遍千里草原。

在科右前旗兴安盟农村第一党
支部纪念馆，讲解员告诉记者：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建立东北
革命根据地和开展民族自治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
旗巴日嘎斯台乡成立了兴安盟第一
个农村党支部——兴安镇党支部，
革命火种从此扎根在了这片红色的
沃土上。”

感受自然壮丽

位于内蒙古最西面的阿拉善盟
额济纳旗，分布着举世瞩目世界三
大胡杨林之一——额济纳胡杨林。
连绵百里的胡杨林是额济纳荒漠戈

壁唯一的天然乔木林，是额济纳绿
洲的主体。

“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
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胡杨的
珍贵不言而喻。在额济纳旗，每年
第一场秋霜后，大片的胡杨树叶由
绿变黄，一眼望去，阳光下金色的
树叶衬着湛蓝的天空于风中婆娑
起舞。

额济纳旗还有一个耳熟能详的
湖泊——居延海。当地人说，人们
早年所说的居延海主要是指西居延
海——嘎顺淖尔，现在所说的居延
海一般指东居延海，即苏泊淖尔。

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西居延海
和 东 居 延 海 曾 一 度 于 1961 年 和
1992 年干涸，给额济纳人民的生
存、生产造成了巨大威胁，更影响

到了西北、华北乃至全国的生态
安全。

“小小居延海，连着中南海”。
2000 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分
两次实施治理工程和流域统一调
水。如今，东居延海累计进水9.95
亿立方米，在湿地栖息的候鸟高峰
期数量达6万多只，种类增加至92
种，最大种群雁类已达 1 万多只，
绝迹多年的世界珍稀鸟类、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火烈鸟也故地重游。现
在的居延海水域面积常年保持在
40 平方公里左右，已成为观鸟胜
地、南迁候鸟中转站、生态旅游示
范点，湿地研学基地，一颗熠熠生
辉的北疆明珠正在发出耀眼的生态
文明之光。

在距离额济纳旗人民政府驻地
达来呼布镇161公里的地方，是我
国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导
弹、卫星发射中心，也是目前国内
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即东风航天城。杨利
伟、费俊龙、聂海胜、翟志刚等航
天英雄都是乘坐“神舟”系列载人
飞船均从这里顺利升空。这里是了
解中国航天史、航天人、航天精神
的最佳场所。

值得一提的是，63 年前，生
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草原儿女，为了
国防事业发展，顾全大局，无私奉
献，迁出了水草丰美的牧场，留下
了“最好的牧场为航天”的动人
故事。

左图：一列复兴号高铁列车行
驶在乌兰察布市境内。

夏 亮摄 （人民图片）
上图：今日居延海风光。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融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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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丽北疆 壮美诗篇
本报记者 翟钦奇

离开张家界，经芙蓉镇、吉首便进了
贵州地界。人言贵州山多、水多、树多，
风景美，果然，一过湖南平茶镇，两边的
山便被植被裹得严严实实，花草、树木密
密匝匝地交织在一起，如翠绿的屏风立于
左右，令人赏心悦目。途中，一座高架桥
矗立山间，上了桥，望天上云海茫茫，看
脚下“众山小”，汽车飞驰，我们仿佛在天
上行走。

当晚到了黎平县城，我们入住酒店
后，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黎平有千年的
历史，人称大歌之乡、名茶之乡、鼓楼之
乡，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管辖，在这
里生活的少数民族以鼓为神器，最具代表
性的有肇兴侗寨、黄冈侗寨、堂安侗寨，
这些侗寨和城内的兴鼓楼，大都有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历史。

黎平的森林公园、天生桥、红军桥、
地坪风雨桥都是著名的景点。古老的陈
列，原生态的生活环境，吸引着许多游客
前来。

“翘街”上的二郎坡五十二号是红军长
征中第一次召开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
方，当时是一家叫“胡荣顺”的商号。第
二天，在路人的指点下，我们向东走了一
段路，路边一高台阶向左再往下走就到了。

这是一座清中叶的四合院，三进的庭
院，有浓厚的黔东南风格。穿过庭院到走
廊尽头，我们上了楼上的套间，这是一间
普通的商家用房，屋里摆放着一张长方形
的桌子，周围有几把椅子。

1934年12月15日，红军在湘江遭到重
创后来到了黎平。当时，博古和李德坚持
教条主义军事路线，不汲取湘江失败的教
训，命令中央红军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
团会合，欲建立湘鄂根据地。蒋介石看出
了这一意图，在湘鄂两地布下重兵，设立
好了口袋阵，拟一举歼灭红军。在生死存
亡关头，12月 18日，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在
黎平召开，由周恩来主持，会开了一天一
夜。会上，毛泽东批判了教条主义军事路
线，详尽分析了国内军事态势，揭穿了蒋
介石的阴谋，指出了红军面临的危险，毛
泽东说服了与会代表，由议论纷纷到取得
了共识，由反对到支持，会议决定，到敌
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去发展壮大。

红军进入贵州后，突破乌江天险，在遵
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
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于是，红军四渡赤
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
山，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战绩。黎平会议虽
只解决了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但却挽救
了红军，毛泽东为党内大多数同志所认识
并接受，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从思想
上、组织上奠定了基础。

与黎平会议遗址一街之隔，还有会议
纪念馆，此馆仿明清风格，墙上青灰石，
房上黑褐瓦，硬木格窗，青石地面，厚
重、大气。馆内有毛泽东、周恩来的巨幅
照片和当时的军事态势图、红军用过的望
远镜、步枪、公文袋等，大门墙上是鲜红
的九个大字——伟大转折从这里开始。

黎平记
李古瑜

这片土地，深邃而厚重，走在上
面，能听到先祖铿锵的足音，看见漕
运码头的熙熙攘攘；此处风景，湖山
相掩映，秀美且灵动，在这里能见证
沧海与桑田的邂逅，写就历史与现实
的相逢。

这里就是江苏新沂，承楚风汉
韵，融吴越之风，得孔孟之熏染，乃
一座兼具北方豪爽与南方细腻的心仪
之城。

山水风情

新沂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市，水
给这座小城带来了不一样的风情。

京杭大运河纵贯中国南北五省，
在与江苏省第四大淡水湖骆马湖交汇
处，自北向东拐了一个弯。在大运河
的这个臂弯里，静静依偎着一座千年
古镇，这就是新沂窑湾古镇。

孕育了窑湾古镇的骆马湖，湖面
碧波万顷，风光秀丽独特，湖产丰
富，所产湖蟹、青虾等远近闻名。窑
湾古镇就像镶嵌在骆马湖边的一颗明

珠，散发着水乡古镇的特有风韵。
窑湾古镇身上带有深深的运河色

彩，古民居、古街道、古码头，铸就
了窑湾古镇的文化品位与文化内涵，
是古运河文化传承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水是新沂流淌的血液，那
么山就是新沂健壮的骨骼。

“峰峦横万迭，绝胜蓬莱境”。位
于新沂市南郊的马陵山，山冈连绵起
伏，因形状像正在奔跑的骏马而被称
为马陵山。马陵山地跨苏鲁两省，融
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于一体，是远近
闻名的旅游胜地。

今日之马陵山，既胜在眼前的美
景，更胜在历史赋予它的传奇经历。
早在新石器时代，马陵山就有了人类

繁衍生息的足迹，这里孕育的花厅文
化被誉为“东方的土筑金字塔”，备
受关注；2300 多年前的战国时期，
这里是马陵之战的发生地，在历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古镇柔情

窑湾古镇，是许多人来新沂的第
一站。

历史上，大运河畔的儿女善于利
用特有的淤泥烧制黑陶，制作陶缸、
陶罐盆等生活器皿，于是，这方土地
上诞生了窑群无数，这也正是窑湾地
名的由来。

走在窑湾古镇的青石板上，能感

受到一种古镇穿越历史的柔情，而这
份柔情，因一个“融”字而更加富有
魅力。

一条大运河，孕育了窑湾古镇南
北交融的灿烂文明。

窑湾古镇是京杭大运河的主要码
头之一，明清漕运和海运鼎盛时期，
扼南北水路之要津，是南北水运枢纽
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全国各地的货
物依托窑湾码头实现南北流通，有的
还远销南洋，“日过桅帆千杆，夜泊
舟船十里”。

水运的兴盛带动了商业的繁荣，
清末民初的鼎盛时期，古镇设有8省
会馆和 10 省商业代办处，四面八方
的文化在这里交融。

窑湾古镇的建筑特点既不同于北
方的四合院，也不同于江南的小桥流
水，而是有着清晰的南北交融的印
记。山西会馆和山东会馆庄重宏伟，
福建、江西会馆在南方园林布局结构
上注入了新的活力，富丽豪华，生动
活泼。山西人住房布局结构严谨，呈
现山西古建筑特色——“天井院”；
福建住宅仿南方园林式建筑，整体砖
木结构，青砖小瓦，院落宽大；江
西、苏镇扬人的住宅多注重室内装
饰，多悬挂家乡名人字画。

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贾在这里相
聚，不仅做生意，也留下了许多趣闻
轶事。

当地人问我：你知道为什么窑湾
的许多菜里都有豆腐吗？

是啊，窑湾明明并不盛产大豆。
原来，历史上，从北方运来的大豆要
经常在窑湾进行中转，而一旦遇到天

气不好，大豆容易变质，所以就有人
想出了把大豆做成豆腐的办法，豆腐
成了当地常见的一种食物。

铁血豪情

新沂地貌复杂多变，历史上就是
兵家必争之地。在解放战争时期，新
沂纵横的山水间，留下了可歌可泣的
铁血豪情。

眼前这座马陵山中的三仙洞，乍
看起来并不起眼，殊不知，这里是
1946年宿北大战的前沿指挥所旧址。

宿北大战期间，陈毅元帅亲自坐
镇指挥，前两夜都是在山脚下的村民
家中，后来在三仙洞度过了五天五
夜。走进三仙洞，墙上凿有放煤油灯
用的石洞，石壁上被熏黑的痕迹，至
今仍清晰可辨，墙里边的两个小孔，
是用来挂军用地图的。

正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山洞，见证
了 70 多年前的铁血豪情。陈毅和粟
裕在此以一场“宿北大捷”为解放战
争奏响了胜利的序曲。

新沂从来都不缺乏英雄的故事。
这里还有一群勇士，用血肉之躯架起
一座桥梁；正是有了这样一座桥梁，
战士们通上了一条大道，打赢了一场
战役。这座桥就是“十人桥”，这场

战役就是淮海战役。
在淮海战役窑湾战斗陈列馆，一

座“十人桥”的巨型雕塑，仿佛将我
们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

1948 年 11 月，淮海战役打响。
华东野战军 9 纵队 27 师 79 团追击敌
人到沂河时，被挡住了道路。关键时
刻，十名战士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
中，肩扛木梯搭成浮桥，使大部队顺
利通过，乘勇追敌，为取得战斗的胜
利赢得了关键的战机。“十人桥”的
事迹不断被传颂，成为宝贵的精神财
富，一直激励着后人。

来到新沂，游名山访古镇，徜徉
在别样山水的怀抱里，沉醉在千年古
镇、大运河畔、红色地标的熏陶中，
拾一份留恋带上归途。游走新沂，所
到之处皆让人心旷神怡。

左图：窑湾古镇风光。
上图：马陵山风光。
本文图片皆为资料图片

新沂令人心旷神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发为刘发为

红色地标巡礼·内蒙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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