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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在-30℃的东北，有一条河
流，有近20千米的河段终年不结
冰。它名叫哈拉哈河，被称为“不
冻河”，发源于大兴安岭，最终流
入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贝尔湖。

不结冰的河段正好在兴安
盟的阿尔山一带。因为此处是
亚洲第一的阿尔山火山群，受
岩浆活动影响形成奇特景观。
每到冬天，处于不冻河段的阿
尔山天池雾气缥缈、碧绿如明
珠，在冰封大地汩汩流淌，宛如

仙境。
而在兴安盟，各民族之间

也涌动着一条温暖的“不冻
河”，它是各族同胞交流交融的
纽带。这条河流叫民族团结。

各民族突破生活习惯与文
化差异，互相包容、共同进步，才
能如石榴籽般紧紧抱在一起。

这团结来自于尊重与理
解。蒙古族的孩子从小学会了
说普通话，汉族的孩子在学校
集体学习马头琴，每当夜幕降

临，朝鲜族特色村的烧烤摊人
声鼎沸…….各民族早已亲如
一家、密不可分。

这团结来自于开放与包
容。兴安盟日报社同时出版汉
语和蒙古语两份报纸，兴安盟
电视台必须配有蒙古语主持
人，盟区内所有的门店招牌、指
示路牌都印有汉蒙双语……尊
重各民族多样性，让汉蒙文化
在互鉴中交融，在交融中发展。

我们相信，兴安盟各族人
民的团结精神，必将在大兴安
岭生根蔓延，开出最耀眼的“石
榴红”。

阿尔山“不冻河”

在内蒙古大草原上，有蒙
古包的地方，就能看到乌兰牧
骑的身影。他们是一支支小型、
流动、专业的文化宣传队，活跃
在农村牧区，为长期劳作生活
枯燥的牧民送去欢歌笑语。

乌兰牧骑，蒙古语意为“红
色的嫩芽”。第一支乌兰牧骑队
成立于1957年。随后近70年的
时间，各地均组建了自己的乌
兰牧骑文艺队。队员们来自不

同民族，吹拉弹唱样样在行，著
名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
阳》《这是我的家乡》等均来自
这些乌兰牧骑队伍。

在乌兰浩特，一场由兴安
盟乌兰牧骑文艺工作者排演的

“兴安岭上石榴红”主题晚会，
让 200 多名媒体人直呼过瘾。
蒙古人特有的浑厚嗓音，加上
蒙古歌曲高亢悠长的曲调，火
不思、胡笳、雅托克、蒙古角、马

头琴等蒙古传统乐器的演奏，
让人仿佛置身茫茫草原与天地
对话。

“看了这场演出，我才明白
蒙古人的能歌善舞是传承在基
因里的。”河南信阳日报社编
委、总编室主任向炜说。

同样让人惊叹的还有蒙古
马术表演。在乌兰毛都草原，身
着蒙古族服饰的骑手们驰骋马
场，扬鞭驱赶数十匹骏马奔涌
向前，惊险刺激的马上杂技表
演，再现了千年前蒙古部落高
超的马背作战本领。

乌兰牧骑与驭马勇士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新中
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和自然灾害，全
国粮食供应严重缺乏，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等地政府收养的几千名孤儿因为粮
食不足，面临营养不良的威胁。紧急关
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主动请缨，
将约 3000 名孤儿分批次接到内蒙古。自
身并不宽裕的内蒙古人民，用博大的胸
怀接纳了3000个嗷嗷待哺的小生命……

“三千孤儿入内蒙”是内蒙古大草原
上蒙汉儿女们共同唱响的一曲拯救生命
的赞歌，更是一段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佳
话。大草原收养了孤儿，有党和国家的关
怀，“国家的孩子”从此不再是孤儿。民族
团结融入了实实在在血脉传承的岁月里。

在兴安盟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草原，记
者有幸观看了当地干部群众共同演绎的

《乌兰河畔的红树林》。该剧以“三千孤儿
入内蒙”为历史背景，讲述了一个成长在
内蒙古草原上的南方少年席海涛融入草

原、热爱草原并扎根草原的故事。
剧中宝音、诺日玛夫妇为培养这位

“国家的孩子”付出了一生的心血，哪怕让
自己的亲生女儿辍学，也依旧坚持将席海
涛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席海涛也
用实际行动回报这片大草原，回报党和政
府，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力量。

该剧12名演员都是来自乌兰毛都苏
木嘎查的工作人员。扮演草原母亲诺尔玛
的演员是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苏木的团委
书记、组织干事秦星星，由于日常工作繁
忙，只好放弃休息时间进行排练。她说：

“草原人民接纳了远方的孩子们，这缘分
也让各地和内蒙古草原结合在一起。是爱
让我们拥有了这段缘分，一定要把这段缘
分传递下去。这是我看这个剧本时的第一
反应。”

《乌兰河畔的红树林》已演出 20 余
次，共3500 多人观看。跌宕起伏的剧情、
饱满的人物形象，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

“三千孤儿入内蒙”

乌兰浩特是兴安盟的中心城市，蒙古
语原意为“红色的城市”，外人多简称其为

“红城”。1947年，乌兰夫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在这里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政府——内
蒙古自治政府。从此，鲜为人知的乌兰浩
特被载入中国民族革命历史的光辉史册，
被誉为“内蒙古红色的摇篮”。

记者跟随采访团先后参观了位于城中
心的“五一会址”和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
馆、乌兰夫办公旧址等文物保护单位。其
中，“五一会址”因1947年4月23日至5月1
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这里召开并宣告
内蒙古自治政府在此成立而得名。从随行

讲解员处得知，1947年，为了响应乌兰夫成
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号召，各地少数民族
群众代表骑着马匹和骆驼，不辞辛苦，连续
赶路几天几夜才来到乌兰浩特，只为在第
一次代表大会上举手表决。由此可见，当时
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十分拥护。

如今，“红城”乌兰浩特的红色故事已
为越来越多人熟知。城市主街干道醒目处，
时不时可见“红城1947”的宣传字样。红色
旅游显然已成为乌兰浩特的闪亮名片。

乌兰浩特还有以成吉思汗庙为中心
的旅游创新区、天骄神骏文化旅游体验
区、敖包相会塞北风情休闲区，是有着浓
厚蒙元文化风情的特色小城。

“红城”乌兰浩特

炎炎夏日，石榴花开正艳。
7月8日至12日，来自全国26个省、

市、自治区的近百家媒体代表齐聚“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盟”内蒙古自治区兴
安盟，切磋媒体融合技艺，领略多元化的
农地、牧地、林地风光，感受多民族和谐
共进的团结风尚。

“与山盟，与水盟，与兴安盟。”兴安盟
位于大兴安岭中部南段、科尔沁草原北部，
与蒙古国接壤。辖区内不但拥有内蒙古典
型草原风光，还分布着稻田和植被丰富的
松木山林。眼下正是当地稻苗生长、草木
繁茂的季节。在兴安盟日报社的组织下，
记者与200多位媒体同行一起，从兴安盟中
心城市乌兰浩特一路向西，穿越无边草原，
走进牛肥马壮的牧场，听马头琴声在辽阔
的原野飘扬。

身着民族盛装的兴安盟群众热情好
客，一一为我们献上哈达。在祖国北疆，
记者编辑们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民族
团结进步之花悄然在每个人心间绽放。

岭上开遍岭上开遍““石榴红石榴红””
——走进走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盟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盟””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

马娟马娟 谢纯奎谢纯奎

火红热烈的民族舞蹈演绎民族团结的华丽篇章。

兴安盟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特色课程中。 乌兰浩特市各族群众在乌兰牧骑宫开展文
化活动庆国庆。

“唱响新时代”活动走进乌兰浩特市，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乌兰毛都草原水草丰美乌兰毛都草原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牛羊成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