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探讨 7卷 2期
ISSN:2705-1323（O）2737-4149（P）

    48

桃力民红色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研究

徐东泽

中共鄂托克旗委员会党校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016100

摘　要：桃力民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文通

过根据地的历史沿革，梳理其在抗日斗争和民族政策等方面的具体实践，总结桃力民红色文化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

得出桃力民红色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导向、实践支撑和调节平衡等作用。为传承发扬桃力民红色文化，

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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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

程中形成的独特文化形态，它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

民族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

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共同目标和使命。红色

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能够激发民族情感和爱国

热情，促进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增进民族间的了解和信任，

消除民族隔阂和偏见，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天然价值和意义。[1]

桃力民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是桃力民红

色文化的起源地和传承地，成立于 2020 年的桃力民红色文

化发展中心是研究桃力民抗日根据地历史、发扬红色文化基

因的主要基地。桃力民红色文化是鄂尔多斯地区乃至全国红

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今天，发掘桃力民红色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

重要作用，对于增强民族地区的“五大认同”，建设各民族

共同的精神家园，具有积极意义。

1.	桃力民抗日根据地的历史沿革及主要贡献

1.1 桃力民抗日根据地的历史沿革

早在 1935 年，中共党员杨子华就在此创办了桃力民学

校，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最早宣传抗日的阵地之一。[2] 

1935 年 12 月 20 日，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对内蒙

古人民宣言》，宣布了党团结少数民族进行抗日斗争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 抗战全面爆发后，归绥（今呼和浩特）

与包头相继失守，鄂尔多斯成了阻止敌人西进的斗争前沿，

也是陕甘宁边区的北部屏障，还是延安联络大青山抗日根据

地、沟通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国际通道的重要节点。

为稳定抗日局势，中央决定在鄂尔多斯桃力民地区建立抗日

根据地。与此同时，共产党员史仙舟、杨子华、韩是今联络

当地大户越兆仁、杭寿春等人共同创建立桃力民抗日自卫

军，并在建立之初就击退了来犯的日伪军。[4]

1938 年 4 月，党中央成立绥蒙工作委员会，并决定派

八路军警备骑兵第一团（也称老骑兵团）随工委进入桃力民

地区，归工委指挥。9 月，中央民委再次从红军大学、西北

党校、中央民族学院抽调 100 余名学员并入骑兵团，以加强

绥蒙工委的军事力量。

绥蒙工委和八路军骑兵团长驱直入鄂尔多斯腹地，奔

赴抗战第一线，对稳定各旗各界人士的抗战信心起了很大作

用。在此之前，中共乌审旗工委、中共鄂托克旗工委（三段

地工委）已在桃力民地区及周边相继成立，随着桃力民地区

工作的展开，1938 年 6 月至 11 月，中共桃力民工委、中共

伊克昭盟工委也相继在桃力民地区组建。

新三师也是伊克昭盟的另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这支

部队原为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起义后被改编为蒙旗独立混

成旅，1939 年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三师，白海风

任师长，乌兰夫任政治部代理主任。[5]

1940 年，新三师与日寇在达拉特旗发生激烈交战，日

伪 18 团千余人马被打败，日本指挥官被打死，新三师取得

了以少胜多的战绩。1941 年，新三师配合傅作义部摧毁了

日军盘踞 3 年的柴磴据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桃力民各族各

界和爱国武装力量，团结一致，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对日

寇予以沉重打击。

由于蒋介石集团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桃力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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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党组织也遭到了极大破坏，伊盟工委等党组织只能撤出了

桃力民，桃力民地方组织转入地下工作。与此同时，国民党

也开始控制和瓦解新三师，1940 年至 1941 年间，国民党几

次下令调该部去甘肃靖远县整训，乌兰夫、克力更、寒峰等

已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接受党中央指示，撤离新三师回到延

安。新三师被迫调防甘肃后，与中共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2 桃力民抗日根据地的主要贡献

桃力民抗日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创建大青山革命根

据地，推进绥远工作的大本营，是抗击日寇的前沿阵地，是

保卫延安的北大门，是大青山及河套工作与延安党中央联络

的桥梁与纽带。桃力民抗日根据地的续存时间虽然只有 3 年，

但却在抗日战争中出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第一，桃力民抗日根据地和伊克昭盟的其它抗日力量

成为陕甘宁边区北部的重要安全屏障。桃力民抗日根据地和

伊盟地区其他抗日力量共同构筑了一道强大的防线，使日本

侵略者无法南进，保障了延安的北部安全。

第二，桃力民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斗争中重要的后援基地。

抗战期间，桃力民抗敌后援会每年征得的物资可供应一万名

左右党、政、军脱产人员，除了根据地自用之外，还向上级

交了不少物资和现款。桃力民抗日根据地的各族人民勒紧腰

带，积极支援抗战，为民族、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三，桃力民抗日根据地是党的民族政策的示范基地。

西北工委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争取蒙、回广大人民和爱国上

层人士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施民族平等、民族团结、

民族地方自治等具体政策。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

策，在领导桃力民根据地的抗战斗争中，坚持各民族一律平

等和民族团结，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积极扶持民族抗日

武装，努力做好民族宗教上层的统战工作，不仅取得了很好

的成果，也在实践中检验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6]

2.	桃力民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

2.1 桃力民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

文化由实践中来，桃力民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事实与实

践经验，赋予了桃力民红色文化丰富的精神内涵。

第一，桃力民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伟

大法宝的成功实践。根据地正确落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

策，团结一切力量共同对抗外来侵略，不仅联合了蒙汉各民

族共同抗日，还团结了宗教人士、王公贵族、开明大户等各

个阶层。新三师更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典范。

第二，桃力民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各项工作的开展，

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生动实践。根据地在建立和运作过

程中，始终坚持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

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共同参与抗战、共同管理根据地事

务，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吸纳少数民族党员。这些政策

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的实施探索了宝贵的经验。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各族人

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

第三，桃力民抗日根据地的历程深刻体现了党的领导

和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根据地的领导核心是党的各级组织，

包括中共绥蒙工委、伊盟工委、桃力民工委等各级组织，新

三师也在连队上建立了中共党支部。正是这些党组织发挥了

核心领导作用，确保了根据地的稳定和发展。根据地的建立

和发展过程中，共产党人深入群众，耐心细致地开展工作，

激励了蒙汉人民的抗日热情。通过建立抗日动员委员会等战

时组织，协调各方力量，形成了齐心抗日、社会和谐的局面。

抗敌后援会积极动员广大群众征集与筹备物资与资金，不仅

供应根据地的需求，也向上级缴纳，为全国抗战提供支援。

此外，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展现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的坚强意志和不屈精神。

2.2 桃力民红色文化所体现的时代价值

桃力民抗日根据地不仅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在今天依然表达着厚重的时代价值。

第一，桃力民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

历史教育资源。桃力民抗日根据地各族人民共同抵抗外来侵

略的决心和勇气，增强了民族自豪感，让后人深刻感受到中

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激发现代人为维护国家主权、领

土完整和世界和平而努力的历史责任感，也为当代爱国主义

教育提供了生动的教材。通过了解这段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激励后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第二，桃力民抗日根据地的具体实践充分证明了民族

团结在中华民族独立与复兴中的重要价值。各族人民共同抗

日中表现出来的强大力量，展现了民族团结的强大，对于维

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桃力民抗日

根据地使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和验证，增进了民

族情感，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强了各族人民对中国

共产党和对伟大祖国的认同。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激励着后

人继续发扬民族团结的传统，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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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这对于解决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民族问题依然有着积

极的现实意义。

第三，桃力民抗日根据地通过实践检验了党的民族政策

的正确性，并为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

根据地团结了王公贵族、宗教上层以及各族群众共同抗日，

成功建立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

部，大批蒙古族青年被送往延安培养，这些经验不仅为后来

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以及在今天所发挥的巨大教育功能，也是对党的民族政策实

践价值的一种延续和发扬。[7]

3.	桃力民红色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

桃力民红色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新时代促进民族团结

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文化资源。通过传承和发扬桃力民红色文

化，可以有效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3.1 桃力民红色文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价值

导向作用

红色文化通过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正确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导向。

桃力民红色文化是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它传承了中

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抗日斗争的历史强化了人

们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认同，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基础，有助于增强各族人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通过红色文化教育，能够向人们传递出一种正能量，激发人

们对祖国的热爱，增强人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同

时也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和创造力量，培育家国情怀和

实践动力，激发人们对创造美好生活的积极参与和贡献。[8]

3.2 桃力民红色文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实践

支撑作用

通过对桃力民红色文化的的研究与展示，激发了中华民

族的共同记忆，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反映了各民族人民

的共同愿望和利益。通过交流合作，强化了人们对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的认知和维护意识，支持和参与共生共荣的实践。

此外，通过对桃力民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可以准备把握

时代脉搏，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方案，激励

人们积极探索和实践创新，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

3.3 桃力民红色文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调节

与平衡的作用

桃力民红色文化通过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

历史，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团结，增强了中华

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也向外部展示了中华民族

的团结一致和文化自信，激发了人们对中华民族创新发展的

积极参与和主动贡献，增强了人们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动力。

桃力民抗日根据地通过具体实践，对于党的民族政策的验证

和党的民族制度的建设进行了早期的尝试，并探索出成功的

经验。这为今天中国特色民族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的提供了

重要依据。[9]

结束语：通过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各种教育活动，

有效实现红色资源保护和持续利用，实现了革命传统教育、

红色教育大众化常态化发展，不断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

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1] 赵政 , 岳红伟 , 谢胜旺 . 以红色文化推动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

学报 ,2024,37(11):112-115.

[2] 杨喜报 , 杨二宝 , 杨美玲 . 艰苦岁月中的共产党员杨

子华 [J]. 实践 ( 党的教育版 ),2016(12):48-49.

[3] 尚二平 . 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N]. 鄂尔多斯

日报 ,2021-07-19(003).

[4] 何知文 . 桃力民办事处和中心区人民政府 [C].《鄂尔

多斯学研究成果丛书》历史类 .《鄂尔多斯学研究成果丛书》

历史类 : 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斯学研究会 ,2012:254-258.

[5] 许丽丽 . 百灵庙抗日暴动的历史面相再探究 [J]. 佳木

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6,34(03):149-153.

[6] 薛智平、王劲楠 . 桃力民抗日根据地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 .2020.01：

[7] 曹海平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桃力民红色文

化的价值意蕴及传承发展 [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 社会科

学版 ),2023,49(02):41-49.

[8] 张勇 , 周涛 . 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

践路径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4(04):110.

[9] 赵政 , 岳红伟 , 谢胜旺 ,. 以红色文化推动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

学报 ,2024,37(11):112-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