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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敕勒川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无

数革命前辈不仅为中国革命的成功、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作出贡献。

而且为今天的建设者们留下诸多宝贵

的精神财富。一是坚定地跟着中国共

产党革命、创业的理想信念；二是艰

苦奋斗，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百折

不回的大无畏精神；三是把民族的前

途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的爱

国主义情怀；四是守疆卫国，冲锋在

前，甘于献身的豪迈气概；五是民族

互爱，团结互助，共存共荣的中华民

族大一统胸襟；六是党群一心，官兵

平等，军民一家，骨肉相连，鱼水难

分的深情。研究会要引领民众将这些

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传承下去。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进。

五要积极响应自治区党委开展

北疆文化的创研活动。内蒙古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北部边疆的生态屏障和安

全屏障，是我国向北开放的桥头堡。

敕勒川文化是北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于自治区首府在敕勒川地区，

自然成为创研北疆文化的核心区域。

在北疆文化的框架内，敕勒川地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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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要突出两点：一是向北开放，宣

扬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光辉成就，宣扬

“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二是面向中

原地区，特别是晋、陕、冀友邻省区，

开展地域文化的“关联性”研究，追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渊源。

六要发挥民间地域文化团体的拾

遗补阙作用。积极配合地区党政部门，

联系和协调社会、民间、企业各方，共

同开展文化研创活动。党政部门有能

力，而肩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

重任，事情繁杂，精力有限。民间文化

社团相对宽松，虽然能力有限，而时间

宽裕，精力充足。要组织会员围绕如何

处理好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文化传承

与文化创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现

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

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制度文化与

精神文化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广泛收

集民意，集中民智，把广大民众的愿望

和要求反映上来，把散落在民间的真知

灼见收集起来，积极向地区党政文化部

门建言献策，为文化建设提供科学的决

策依据。           （完）        

                   （本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