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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内蒙古时提

出了蒙古马精神袁 并赋予这一精神以
野吃苦耐劳尧一往无前袁不达目的绝不罢
休冶的时代内涵遥 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
对内蒙古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宝
贵品质的充分肯定袁更是对全区上下在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谱写内蒙
古发展新篇章的激励和鞭策遥 在我区主
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野三
北冶 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时袁习
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弘扬 野艰苦奋斗尧
无私奉献尧锲而不舍尧久久为功冶的野三
北精神冶遥

蒙古马精神和野三北精神冶在内涵
上是一致的袁野吃苦耐劳尧 一往无前冶与
野艰苦奋斗尧无私奉献冶讲的都是一种昂
扬向上尧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袁野不达目
的绝不罢休冶与野锲而不舍尧久久为功冶
讲的都是一种顽强拼搏尧敢战能胜的奋
进姿态遥 这两种精神都强调韧劲尧拼劲
和干劲袁深深融入内蒙古各族人民的血
脉遥 这两种精神袁跨越时空尧历久弥新袁
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尧 革命文
化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因袁又集中
体现了内蒙古各族人民心向党尧心向党
中央的红色基因袁凝聚着内蒙古各族人
民识大体尧顾大局尧讲风格尧求奉献尧有
担当的宝贵品质遥
蒙古马精神和野三北精神冶是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和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机
组成部分袁 为北疆文化提供了丰厚精神
滋养袁充分彰显了北疆文化的鲜明特质袁
是内蒙古各族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袁
成为新时代新征程内蒙古各族人民守望
相助尧开拓进取的重要精神源泉遥

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和 野三北精
神冶袁 要同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
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紧密结合起
来袁从全区各族人民战天斗地尧防风固
沙尧踏雪履冰的奋斗历程中汲取不叫苦
不退缩的顽强斗志袁引导鼓舞全区广大
干部群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袁深植厚培北
疆儿女忠诚维护尧感恩奋进的情感之基
和力量之源袁激励全区上下以更加饱满
的精神状态和昂扬的奋进姿态袁全力办
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
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遥

二尧北疆文化的主要类型

北疆文化内涵丰富尧 异彩纷呈尧类
型多样袁其中最为典型尧最具鲜明特色
的主要有红色文化和草原文化尧农耕文
化尧黄河文化尧长城文化等遥 它们是北疆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这些文化在漫长
的发展演变历程中相互包容尧 相互滋
养尧相互依存尧相互促进袁逐渐汇聚融合
为北疆文化这个有机体袁并持续不断地
丰富发展遥

渊一冤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袁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袁在革命尧建设尧改革和新时
代的伟大实践中袁吸收中外优秀文化创
造的先进文化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共
和国是红色的袁不能淡化这个颜色遥 冶红
色是中国共产党尧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
亮的底色袁红色传统和红色基因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袁红色文化是在党
的百年奋斗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
神财富袁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尧鲜明的
时代特征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袁早已融入
我国各族人民的血脉遥

心向党尧心向党中央袁是内蒙古的
光荣传统遥 内蒙古是我们党最早建立党
组织的民族地区遥 早在建党之初袁李大
钊同志直接领导和参与了在蒙古族群
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尧培养共产主义先
进分子的工作袁在北疆大地上播撒下了
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火种遥 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袁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
古地区各族人民袁努力恢复和重建内蒙
古地区党组织袁 继续坚持革命斗争袁在
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史上写下了
内蒙古地区的光辉一页遥 全国抗战时
期袁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地区各族人
民浴血奋战袁为赢得中华民族近代以来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袁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遥 全国解放战争
时期袁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内蒙古地区
各族人民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
结袁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
民族自治区袁成为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
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成功实践遥

70多年前袁内蒙古各族人民就已经
深刻认识到袁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袁 只有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奋
斗尧共求解放袁内蒙古才有前途和希望遥
历经长期革命尧建设尧改革袁内蒙古各族
干部群众形成了识大体尧顾大局尧讲风
格尧求奉献尧有担当的深刻共识和可贵
品质袁书写了野齐心协力建包钢冶野三千
孤儿入内蒙冶野克服困难捐粮畜冶野最好
牧场为航天冶等历史佳话袁赢得了野模范
自治区冶的崇高荣誉遥 各族人民发自内
心地感党恩尧听党话尧跟党走袁不分你
我尧情同手足尧亲如一家袁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遥 我们党领导内蒙古各族
人民进行了百余年的奋斗袁积淀的丰富
红色资源是北疆文化最丰厚的营养遥 一
百年来发生在内蒙古大地上的每一次
革命历史事件尧 涌现的每一位革命英
雄尧留下的每一处红色旧址遗迹尧陈列
的每一件革命文物袁都生动再现了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内蒙古各族人民走过
的光辉历程尧取得的重大成就袁传承弘

扬着伟大建党精神袁积淀了爱国忠诚奉
献的鲜明底色袁成为我们党红色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遥

红色文化是北疆文化的鲜明底色
和精神旗帜袁丰富了北疆文化的时代内
涵和发展活力袁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
斗历程的生动见证袁是内蒙古各族人民
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袁 是讲好内蒙古故
事尧 树立内蒙古形象的重要文化资源袁
为内蒙古各族人民坚定文化自信尧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熔铸了不朽的精
神力量袁为内蒙古闯新路尧进中游袁奋力
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提供
了不竭的奋斗源泉遥

渊二冤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袁 是草原上的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
中袁倡导崇尚自然尧践行开放尧恪守信义
理念袁 体现热烈奔放和勇猛刚健特质袁
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特色文化遥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袁以游牧为主兼

及渔猎尧农耕等多种生产方式遥 如匈奴尧
乌桓尧鲜卑尧突厥尧回纥尧契丹尧女真尧蒙
古尧汉等袁长期繁衍生息在我国北方袁在
与中原地区保持密切交往交流交融的
历史进程中袁创造了一系列诸如政治制
度尧物质生产尧伦理思想尧文学艺术等具
有野草原冶特征的文化内涵袁逐渐形成了
野崇尚自然尧践行开放尧恪守信义冶的理
念遥 战国赵武灵王实行野胡服骑射冶袁促
进农牧文化交融遥 兴起于北方草原的鲜
卑人建立北魏政权袁孝文帝时期实行汉
化改革袁加速了游牧传统与中原文化的
融合遥 契丹人在北疆仿效中原王朝建立
辽袁学唐比宋遥 忽必烈驻跸金莲川草原袁
建立多民族空前大一统的元朝遥 南北朝
民歌叶敕勒歌曳传唱千年袁描绘了内蒙古
大草原优美的生态环境袁展现了北疆儿
女热爱自然和豁达开放的豪情遥
草原文化与农耕尧 游猎等多种文化

形态袁交融汇入中华文化的洪流遥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袁野在历史长河中袁 农耕文明
的勤劳质朴尧崇礼亲仁袁草原文明的热烈
奔放尧勇猛刚健袁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尧
敢拼会赢袁 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
质和禀赋袁 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伟大民族精神遥冶草原文化注入到中
华文明之中袁 成为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
赋之一袁 为共同熔铸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伟大民族精神作出了积极贡献遥

渊三冤农耕文化

农耕文化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农
业生产劳动尧 社会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文
化袁包含了丰富的思想观念尧人文精神和
道德规范等遥在中华大地上袁农耕文化广
泛分布袁在不同地区有着区域特色遥

内蒙古地区是我国农耕文化的重
要起源地遥 远古时代袁农耕生产方式开
始萌生袁在兴隆洼文化尧红山文化尧裕民
文化尧夏家店下层文化等文化遗存中发
现了粟类种子袁以及石斧尧石耜尧石磨盘
等农业生产工具遥 秦汉时期在河套地区
开展屯田移民袁其后历代王朝和地方政
权均对内蒙古地区进行农业开发遥 鲜卑
人盛乐建都以后袁 逐渐转向农业经济遥
辽夏金元诸政权在北疆地区建章立制袁
推广农业生产袁中原儒家文化在这里广
泛传播遥 明代蒙汉各族共同建设野丰州
川冶袁兴起板升农业遥 清代野走西口冶大量
移民西进北上袁清政府设置道府州厅县
等行政建置以加强对农耕区的管辖袁促
进了我国北疆地区农耕文化的发展遥

内蒙古地区的农耕文化在中华文
化的怀抱中绵延至今袁与游牧尧渔猎等文
化长期共存袁 在空间上呈犬牙交错状分
布于内蒙古大地遥我国古代北方民族袁如
匈奴尧乌桓尧鲜卑尧突厥尧回纥尧契丹尧女
真尧蒙古等袁均掌握了农业耕作技术袁与
中原各族群众共同耕作袁 接受中原农耕
文化伦理思想尧道德观念遥各族群众共同
在这片土地上耕作尧游牧尧渔猎袁持续不
断地开拓尧建设祖国的北部边疆遥中原地
区的农耕文化丰富发展了北疆的经济生
产方式遥 中华文化的传统精神的维系和
发展在北疆地区生根发芽袁 为北疆文化
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遥

渊四冤黄河文化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遥 九曲黄
河袁奔腾向前袁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
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袁
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遥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袁是黄河流域的人
们在特定自然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方
式中形成的独特文化形态袁以其百折不
挠尧自强不息等自然和文化特质袁成为
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和
民族品格遥

内蒙古黄河野几字弯冶地区历史悠
久遥 史前时期袁萨拉乌苏遗址的野河套
人冶尧仰韶文化先民生活在这一地区袁并
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往来遥 战国时
期袁秦尧赵等国在这里竞相出彩袁秦国修
筑长城尧赵国设置云中等郡遥 秦朝实现
全国一统袁修筑野秦直道冶直达阴山袁沟
通内蒙古黄河野几字弯冶袁便利了交通往

来和经济文化交流遥 汉代野昭君出塞冶尧
隋代野金河会盟冶尧唐代野参天可汗道冶尧
元代野纳怜道冶尧近代黄河码头水运等袁
都与内蒙古黄河野几字弯冶地区息息相
关遥 在内蒙古地区的黄河流域袁农耕尧游
牧等多种文化类型始终保持着频繁尧深
度而又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遥 这一特征
基于黄河文化的扩散性尧开放性遥 黄河
流域的水利灌溉在河套地区成效显著袁
内蒙古河套灌区沃野千里袁养育了各族
人民袁 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生产生活袁滋
养产生了漫瀚调尧二人台等文化艺术遥
这些具有野黄河冶元素的文化因子袁

积淀成为北疆文化深厚的底蕴袁成为促
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袁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精神动力遥 作为北疆文化中
社会伦理尧历史习俗的精髓袁黄河文化
的深厚底蕴和强大张力袁对生活在内蒙
古地区的各族人民有着显著的感召力遥

渊五冤长城文化

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
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尧 坚韧不屈的爱国情
怀袁 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
明的重要象征遥 长城文化是中华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袁 是以历代长城遗存及其
各类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遥
从历史上看袁长城虽然时常兵戎相

见袁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未
中断遥 在长期的交往融合中袁各族人民
铸就了对大一统观念高度的向心力遥 内
蒙古地区拥有丰富的长城文化袁大量历
代长城遗存以及各类相关文化遗产袁见
证着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交融互动的历
史遥 最初作为军事设施的长城袁逐渐发
展成为商贸往来的管理者尧文化交流的
守护者袁对于内蒙古地区的稳定尧民族
关系的和谐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遥 近代
以来袁 内蒙古地区 7000多公里长城栉
风沐雨的历史袁见证了中华儿女保家卫
国的浩然史诗袁万众一心尧众志成城的
伟大民族精神升华了长城的历史价值
和时代内涵遥
长城及其承载的精神内涵袁见证了

北疆文化产生尧发展的过程遥 在漫长的
发展历程中袁长城及其文化内涵不断丰
富充实袁 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
征袁成为展示中国形象的典型代表遥

除上述红色文化尧草原文化尧农耕
文化等主要类型之外袁北疆文化还包括
了内涵相对具体尧指向较为明确袁具有
一定区域特色袁以考古学文化尧典型历
史事件和人物尧历史遗存尧部族名称尧人
文地理景观尧社会生产方式等命名的多
种形态的文化类型遥 这些不同类型的文
化袁 是内蒙古地区各民族在共同发展尧
交融汇聚中袁自身不断丰富发展的文化
因子的基础上产生的袁通过自身的不断
建设袁 逐渐发展成为稳定的文化形态袁
共同塑造了独具特色尧包容多元的北疆
文化样貌袁为北疆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文
化元素遥

三尧北疆文化的基本特征

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
域文化袁北疆文化体现了内蒙古各族人
民的价值追求遥 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袁
也有北疆特色的文化风貌袁其具有的植
根连续性尧秉持传承性袁激扬创新性尧彰
显时代性袁坚守统一性尧突出认同性袁赓
续包容性尧展现多样性袁立足和平性尧践
行开放性的基本特征袁充分展现了北疆
儿女鲜明的精神追求尧精神品格尧精神
力量遥

渊一冤植根连续性袁秉持传承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遥 中华
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袁有着
五千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袁是世界
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尧 从未中断的文
明袁形成了独具特色尧博大精深的价值
观念和文明体系遥 今天我们使用的汉字
同甲骨文没有根本区别袁老子尧孔子尧孟
子尧庄子等先哲归纳的观念也一直延续
到现在遥 文脉传承尧弦歌不断袁具有突出
的连续性的中华文明袁为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尧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遥

北疆文化在中华文化连续发展的
历史进程中孕育尧繁荣尧传承至今遥 历代
中原王朝和地方政权对北疆地区的治
理袁保障了北疆地区文化传统的延续和
发展遥 契丹尧女真建立的辽尧金政权野学
唐比宋冶袁延续了中原王朝的治理模式袁
实行兼容并包的治理政策遥 秦尧汉尧隋尧
唐尧元尧明尧清等历代王朝袁更加深化了
北疆文化的连续性尧传承性袁使生活在
内蒙古地区的各族人民长期和睦相处尧
相互濡染袁呈现出文化多元尧相互融合
的繁荣局面袁 从而丰富了国家治理模
式袁巩固了边疆袁推动了社会进步遥

内蒙古地区历史上累积的中华文
化元素袁经世代传承袁使得北疆文化内
涵愈加丰富袁特色愈加鲜明袁使北疆文
化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尧 蓬勃的生
机遥 北疆文化的连续性表现在始终没有
中断袁 始终在北疆大地上生根开花袁不
同时代的文化因子先后在北疆大地这
片舞台上竞相亮相尧一展风姿遥 虽历经
磨难坎坷袁却始终在曲折中坚守袁繁荣

至今尧长盛不衰遥

渊二冤激扬创新性袁彰显时代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遥 中华
文明能够历经五千多年历史变迁始终
保持生机活力袁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熏陶下形成的革故鼎新尧与时俱进的
精神气质袁 彰显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
旧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袁不惧新挑
战尧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遥 一部
中华文明发展史袁就是一部创新史遥 自
古以来袁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
展袁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遥 正是因为
不断创新发展袁中华文明才能始终保持
生机活力遥
北疆文化作为具有丰厚历史底蕴袁

传承至今仍极具活力的地域文化袁能够
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袁积极主动汲取时
代精华遥 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革命斗
争实践袁赋予了北疆文化鲜明的红色底
色袁忠实反映了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在
党领导下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而英勇奋斗的历史进程和伟大革命精
神袁这为北疆文化注入了时代最强音和
强大的红色基因遥 回顾我们党在内蒙古
地区的历史袁内蒙古地区是中国共产党
最早建立党组织的民族地区袁内蒙古自
治区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建立的袁
内蒙古是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发展起来
的袁内蒙古工作中出现的重大偏差都是
党中央帮助纠正的袁内蒙古作为模范自
治区模范就模范在听党的话上遥 这野五
句话冶的事实和道理袁是对浸润在内蒙
古各族人民血脉里红色基因的凝练表
达和诠释遥 在这伟大实践中袁内蒙古地
区积淀了丰富的红色资源和文化基因袁
是实现内蒙古地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尧创新性发展的沃土袁为构建北
疆文化提供了系统的文化架构和明确
的价值追求袁铸就了北疆文化的时代内
涵尧精神标识和强大内聚力遥 近年来袁从
开发数字化应用及文创产品袁让收藏在
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袁到立足中华审
美风范袁让优秀作品竞相涌现袁再到历
史文化街区在保护中发展袁让历史文脉
融入现代生活袁坚持古为今用尧推陈出
新袁中华文化的野一池春水冶被激活袁在
新时代展现出蓬勃生机遥

野对历史最好的继承袁就是创造新
的历史曰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袁就是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遥 冶在新时代新征
程中袁北疆文化在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的道路上袁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寻找源头活水尧 汲取智慧力量袁在
传承红色基因尧 赓续红色血脉的基础
上袁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袁更好担
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袁汇聚起同心共圆中
国梦的磅礴伟力遥

渊三冤坚守统一性袁突出认同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遥 历朝
历代的中国人矢志不渝地追求统一尧趋
向统一尧实现统一袁即使遭遇重大挫折
也牢固凝聚遥这种统一性袁熔铸成各族人
民血脉里的家国情怀遥 深厚的家国情怀
与深沉的历史意识袁 为中华民族打下了
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袁 成为中华民族
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遥
从历史到现在袁 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深
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厚底
蕴尧灿烂辉煌的文化沃土袁在交往交流交
融中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袁使
各民族人心归聚尧精神相依袁形成了勠力
同心尧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遥

包括北疆文化在内的多种地域文
化始终保持了高度的凝聚力尧 向心力袁
表现为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性袁最终促成
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遥 内蒙古地区的发
展史袁清晰展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
的多元一体袁 贯穿着各民族国土不可
分尧国家不可乱尧民族不可散尧文明不可
断的共同信念遥 内蒙古地区的历史所反
映出的各民族交融汇聚袁正是对各民族
共同缔造尧发展尧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
历史的生动诠释袁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做了生动注解遥 从赵武灵王开发北部边
疆野胡服骑射冶尧汉朝野昭君出塞冶促成汉
匈和亲袁到北魏孝文帝改革推行汉化政
策袁再到隋唐元明清一次又一次的大一
统和持续不断的民族大融合袁在历经迁
徙尧通商尧联姻等的历程中袁各民族交往
范围不断扩大袁 交流活动日益频繁袁交
融程度逐步加深袁 凝聚力不断增强袁最
终促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
成遥 近代以来袁内蒙古各族人民为抵御
外侮作出了巨大贡献袁体现了最为真实
和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袁与全国各族人
民一道袁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
自觉遥 梳理内蒙古地区野多民族尧大融
合冶的发展历史可知袁在不同历史时期
活跃着的诸多民族袁共同创造了内蒙古
地区的历史遥 在这里袁民族迁徙尧相互通
婚尧商贸往来尧文化交流频繁发生袁为内
蒙古地区的发展进步注入了源源不断
的动力袁清晰地展现了内蒙古各族人民
共同的尧稳定的集体记忆袁为内蒙古各
族人民实现高度的相互认同提供了实
证根据遥

北疆文化集中体现了历代生息繁

衍在内蒙古地区的各族人民维护祖国
边疆安全尧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奋斗历
程袁造就了内蒙古地区对大一统观念高
度的向心力袁熔铸形成了爱国忠诚奉献
守边护边的优良传统和民族团结的宝
贵品质袁为不断引导和增强各族人民对
伟大祖国尧中华民族尧中华文化尧中国共
产党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奠定了
历史和文化基石遥

渊四冤赓续包容性袁展现多样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遥 习近
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袁野中华文明从来不
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袁而是由多元
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冶野越包容袁就越是
得到认同和维护袁就越会绵延不断冶遥 在
中华文化的长期浸润中袁56个民族共同
凝聚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下袁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空前增强袁 在多元中铸就整
体尧在整体中百花齐放遥 中华文明的包
容性袁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华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历史取向袁形成了各具特色的
地域文化和谐并存尧交融共生尧多元一
体的文化格局遥
历史上袁内蒙古地区作为农耕文明

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袁是不同文化碰
撞融合的舞台袁 多种文化形态和谐共
生尧交相辉映袁在求同存异尧开放包容中
共同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
贡献遥 这种择善而从的包容气度袁海纳
百川的宽阔胸怀袁是北疆文化的活力源
泉遥 北疆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绚丽的野一
枝冶袁同样存在许多叶脉袁包含异彩纷呈
的多元文化类型遥 内蒙古地域广阔袁由
东北向西南斜伸袁东西长约 2400公里袁
南北最大跨度 1700多公里袁 呈现出森
林尧草原尧荒漠等不同地理景观遥 在内蒙
古的不同区域内袁形成了多种次一级的
地域文化类型袁并在各个时期持续吸收
不同文化元素袁造就了北疆文化的丰富
多样尧兼容并包袁成为北疆文化多元构
成的具体体现遥
文化的包容性与多样性是文化形成

和发展的核心品质遥中华文化是主干袁各
民族文化是枝叶袁 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
茂遥 枝繁叶茂袁使北疆文化生机勃勃袁增
强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曰海纳百川袁让中
华文明融多元为一体袁 也成就了北疆文
化的多样性袁使其更加绚丽多彩遥

渊五冤立足和平性袁践行开放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遥 中华
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着和平尧和
睦尧和谐理念袁追求野和而不同冶野天下大
同冶袁以野志同道合是伙伴袁求同存异也
是伙伴冶的胸怀野无问西东冶袁不断追求
交流对话尧开放互鉴遥 北疆文化作为形
成于我国北部边疆地区的一种文化类
型袁自古以来始终是中原和边疆交流对
话尧东西方文化开放互鉴的重要纽带和
桥梁袁 并在此过程中不断丰富自身内
涵袁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壮大增添更多文
化因子遥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袁内蒙

古地区一直处于交流对话尧开放互鉴的
最前沿遥 在历史上是野草原丝绸之路冶和
野万里茶道冶的重要枢纽和通道袁现在仍
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袁是中国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门户遥 早在史前
时期就已经开通的草原丝绸之路袁始终
繁盛不衰尧畅通无阻袁在不同历史时期
留下了众多文物遗迹遗存遥 明清以来形
成的万里茶道袁沟通南北袁成为欧亚大
陆上重要的经济文化交流通道遥 历史上
的贸易通道袁见证了内蒙古地区商贸繁
荣尧文化开放尧文明互鉴的盛况遥 承接历
史尧开创未来袁内蒙古成为我国向北开
放重要桥头堡袁深度参与中蒙俄经济走
廊建设袁 向北开放延伸拓展到蒙古国尧
俄罗斯尧中亚尧西亚尧东北亚以及欧洲遥
这既是延续历史尧传承文明袁也是助力
国家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战
略袁承担着与沿线国家进行政治尧经济尧
文化等广泛交流的重要使命袁这是党和
国家赋予北疆文化的时代重任遥
北疆文化的开放互鉴是全方位的袁

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辐射面尧冲击力与持
续性袁使多民族文化不断产生尧发展尧碰
撞尧融合尧升华袁并反哺北疆文化袁使其
积淀了丰富厚重的历史人文资源袁不断
为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注入了北疆智
慧与活力遥

四尧北疆文化的时代价值

国家之魂袁文以化之袁文以铸之遥 在
波澜壮阔的中华历史长河中袁中华文明
滋养着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袁浇灌出北
疆大地的勃勃生机遥 推进北疆文化建
设袁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袁也是时代的
召唤袁能够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袁汇聚起同心共圆中国梦的磅礴
伟力袁为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我们
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
两件大事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闯新
路尧进中游注入强大精神力量遥
一是坚守文化根脉袁进一步传承发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要求遥 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野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

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袁这是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尧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冶袁强调
野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
承下去冶遥 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的中华文
明袁为北疆大地提供了丰厚滋养遥

北疆文化是中华文明孕育和生生
不息发展的亲历者尧参与者遥 推进北疆
文化建设袁 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袁深
入挖掘其内在鲜明的丰富内涵尧优秀品
格尧价值观念等袁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
锐气赓续北疆大地的历史文脉袁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尧汲取智
慧和力量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
赋予新的时代内容袁有助于增强各族人
民对中华文明的正确认知和历史自信袁
准确把握中华文化是主干尧各民族文化
是枝叶的关系袁树立和突出蕴含其中的
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
华民族形象袁推动各民族文化在增强对
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尧创
新性发展袁使之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重要资源和力量遥
二是激发文化新活力袁让北疆大地

上的优秀文化在新时代活起来火起来
的时代要求遥 文化因传承而精彩袁因创
新而美好遥 北疆文化是历史的袁也是现
实的袁更是未来的遥 北疆文化不是静止
的尧过去的袁不会一成不变袁而是动态尧
发展的系统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
丰富遥
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袁是推动中

华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袁更是推动
中华文化更加璀璨的源泉遥 中国式现代
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
代化袁文化建设是现代化建设中极为重
要的方面遥 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袁也有基
础有条件袁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
出更大贡献遥 推进北疆文化建设袁要站
位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大局袁着眼传承发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袁充分挖掘北疆大
地多民族大融合的鲜明历史特点袁生动
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丰富
人文资源袁把多元一体这个重要财富和
优势更好地体现出来袁 在传承中创新尧
在创新中守正袁让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北
疆文化的重要源泉袁积极发展反映时代
要求尧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文化袁彰显北
疆文化独特魅力袁为中华文化在北疆大
地的传承发展注入时代新活力遥
三是担负文化新使命袁 激发各族干

部群众干事创业热情的时代要求遥 优秀
的精神和品质既有传承性又有时代性袁
需要不断弘扬和培育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
我区考察时袁首次提出了守望相助理念遥
既总结了过去尧也描述了现在尧更引领着
未来袁激扬着同心同德尧手足相亲尧共同
奋进的主旋律袁 特别是要求我们大力弘
扬蒙古马精神和野三北精神冶袁充分寄托
着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深情勉励遥
弘扬是在继承基础之上的发展袁培

育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遥 以爱国忠诚
奉献为核心理念的北疆文化袁生动诠释
和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守望相
助理念和蒙古马精神尧野三北精神冶遥 推
进北疆文化建设袁阐释好守望相助理念
中蕴含的家国情怀袁大力弘扬蒙古马精
神和野三北精神冶袁就是要把这两种精神
的塑造力和辐射力充分释放出来袁引导
全区上下始终保持百折不挠的韧劲尧敢
战能胜的拼劲尧一往无前的闯劲袁逢山
开路尧遇水架桥袁风雨兼程尧直奔目标遥
深入挖掘尧宣传阐释内蒙古地区野四个
共同冶的史实和两种精神的内涵意蕴和
时代价值袁激励全区上下坚定不移沿着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袁以永不
懈怠的精神状态尧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实践袁把习近
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谆谆嘱托和殷殷
期望袁转化为向着闯新路尧进中游目标
奋进的不竭动力遥
四是建设文化新形态袁不断巩固中

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的时代要求遥 文
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袁是民族团结
之根尧民族和睦之魂遥 只有建设好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袁才能筑牢民族团结
之根尧民族和睦之魂遥 全方位建设模范
自治区袁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袁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
文化认同袁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促进国家统一尧维系民族团结的
深厚文化基因遥
基于共同的文化传承尧 文化印记袁

北疆文化凝结了内蒙古各族人民共同
团结奋斗尧共同繁荣发展的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遥 推进北疆文化建设袁坚持野两
个结合冶的根本要求袁始终把主线要求
贯穿全过程袁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融合
的丰富史料袁野润物细无声冶凝聚起深厚
的文化认同力量袁把内蒙古壮美和美善
美尧可信可亲可爱的形象树起来袁进一
步提升内蒙古的美誉度和影响力袁引导
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尧 历史观尧
民族观尧文化观尧宗教观袁深化对野三个
离不开冶野四个与共冶野五个认同冶野七个
作模范冶的认识和理解袁始终同心同德尧
守望相助尧共同奋进遥 用好革命历史和
新时代伟大实践这个最好的营养剂袁从
野五句话冶的事实和道理中袁更好诠释红
色从哪里来尧基因密码是什么袁大力讴
歌党领导内蒙古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袁
讴歌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内蒙古
的关怀厚爱袁讴歌新时代以来内蒙古的
亮丽蝶变袁使镌刻在北疆儿女血脉中始
终心向党尧心向党中央的红色基因代代
传承下去袁引导全区上下始终保持心向
党尧心向核心的坚定执着袁更加由衷地
感党恩尧听党话尧跟党走遥

渊据叶内蒙古日报曳冤

北疆文化的内涵特征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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