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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娃
清明时节，人们在缅怀先人

的同时，也是追寻红色文化、传承
革命精神的好时机。而海东市，
就有着众多承载着厚重历史与红
色记忆的地方。红光村，全国唯
一一座由红军修建的清真寺坐落
于此，那是一段红色历史与民族
文化交融的见证；习近平总书记
牵挂的班彦村，它的发展变化体
现着党对人民的深切关怀；双树
村，承载着特殊的荣誉，是青海省
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见
证了当地党组织发展的最初曙
光；还有，在麻日村,十世班禅故居
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气息，静静诉
说着往昔的故事。清明期间，让
我们踏上这片土地，打卡这些海
东的红色地标，感受红色文化的
强大力量，传承革命精神与信仰。

在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最西
端的黄河之畔，藏着一座镌刻着红军精
神与民族团结印记的村庄——红光
村。这里，承载着厚重的红色历史，是
一处值得人们前往探寻、缅怀先烈的红
色旅游胜地。

红光村原名赞卜乎村，它见证了西
路红军战士的苦难与抗争。曾经，这里
是一片荒地，也是马步芳苦役西路红军
战士之地。但红军战士们以坚韧不拔的
意志，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走进红光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全
国唯一一座由西路红军修建的红光清
真寺。这座清真寺没有华丽的外表，却
有着独特的内涵。在其建筑装饰中，隐

藏着西路军留下的“红色基因”。大殿
屋脊上的青砖雕饰里，巧妙地隐藏着红
五星、镰刀、锤子、“工”字、红领章、“十”
字等革命符号。这些符号犹如历史的
密码，无声地诉说着当年西路军战士坚
定的革命信念。

1987 年修建的西路红军纪念馆是
红色之旅的重要一站。馆内的西路红军
纪念碑，砼体结构，高11米，那尖顶的铁
制红星闪耀着革命的光辉。馆内陈列着
西路红军失散人员经历碑、西路红军战
士流落循化晚年时的照片以及相关的资
料和实物。这些展品生动地展现了西路
军战士的坎坷经历，他们遭受非人待遇
却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

离红光清真寺不远处的红光小学，
也是西路军战士智慧与汗水的结晶。
这所小学由被俘的西路军战士设计、取
材、施工而成，全校占地约5400平方米，
三段式院落布局，前庭中屋后院，后院
的果蔬园里，杏树、梨树和蔬菜生机勃
勃。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西路军战
士对知识的尊重，即使身处困境，依然
重视教育的建设，他们希望用知识的力
量照亮这片土地。

2009 年创建的全国首座民间红军
西路军纪念馆同样不容错过。馆内陈
列的 80 多幅资料照片和 20 余件实物，
详细地介绍了西路军的历史，让人更加
深入全面地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青海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什么时候成
立？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是谁？想要
了解这段历史，重温红色岁月，就不得不
提互助土族自治县塘川镇的双树村。

双树村始建于明朝初年，坐落在风
光秀丽的塘川河西岸，因村内有两棵大
榆树而得名。这个看似平凡的村庄，却
有着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和令人惊叹
的现代发展成就，是青海省第一个农村
党支部的诞生地。

1949 年 9 月，青海解放，随后的 11
月 2日，在双树村村民胡成海家的房顶
上，胡成海、袁生英、袁忠寿、胡明伟、李
录邦五人举行了庄重的入党仪式。他
们怀着对党的忠诚和为人民奉献的决
心，在那片小小的屋顶上，宣誓加入中
国共产党。这一伟大的时刻，犹如星星
之火，点燃了双树村的红色革命火焰。
1950年 2月 8日上午 10时，在胡成海家
北房房顶西北角，中共双树村党支部正
式成立，胡成海担任党支部书记。2017
年，双树村，被省委组织部命名为青海
省“一县一基地、一县一特色党员教育
基地”，2020 年，被省委宣传部命名为

“青海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走进双树村，仿佛走进了一座活着

的红色历史博物馆。在村委会广场
上，那座三层青瓦白楼——青海省第
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就是红色记
忆的核心承载地。纪念馆是全面记录
以农村党支部发展为轨迹的纪实性展
馆，由高原曙光、星火燎原、峥嵘岁月、
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筑梦

正时、展望未来共 8 个板块组成，同时
设有薪火传承、红色屋角、舍命架桥、
力挽惊马、治河造田、书记风采、岁月
印记、功能发挥等副版，充分展现了

“奋勇争先，永不停步”的红色双树精
神。馆内陈列的每一件物品，无论是
粗糙的纸张上记录的革命事迹，还是
充满年代感的工作器具，都在默默诉
说着过去的艰辛与奋斗。它们沉淀着
历史的沧桑，让游客们深切感受到那
个动荡年代里双树人的热血与信念。

双树村党支部成立后，历届领导班
子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秉持

“奋勇争先、永不停步”的红色双树精
神，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双树
村全体村民架桥修路、平整土地、开垦
良田、修建学校、通车通电、创办集体企
业。先后建成了互助县第一个初级生
产合作社、第一个集体副业队、第一家
农村木料加工厂、全公社第一家大队企
业，以及西北地区最大的国家“八眉猪”
种质资源定点保种单位，全省驰名的青
杨育苗基地，为促进生产发展，带动农
民群众共同致富发挥了积极作用。

双树村不仅有厚重的红色历史，还
有着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文
化。古老的村落如今已旧貌换新颜，漂
亮的二层小楼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展
现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与富足。

双树村：青海首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地

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的
故事是一部充满希望与奋斗的史诗。
曾经，这里的村民面临着诸多困难，居
住条件简陋，发展机会有限。然而，通
过易地搬迁等一系列扶贫政策的扶持，
班彦村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了新时代
乡村发展的典范。

时间回溯到2016年8月23日，班彦
新村还是一片建筑工地的时候，蒙蒙细
雨中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习近
平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入户察看建筑
布局，询问施工进展，对工程建设和搬迁
后的脱贫工作提出希望和要求。他还和
土族贫困户吕有金一家人围坐一起，看
反映乡亲们一直居住的旧村状况的视
频。“一定要把易地移民搬迁工程建设
好，保质保量让村民们搬入新居。大家
生活安顿下来后，各项脱贫措施要跟上，
把生产搞上去。”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朴实

的话语，让全村人一直都在传颂。村民
们自发在新村后山上栽下一片“感恩
林”。 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
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班彦村被授予“全国
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同年，班彦村
入选青海省红色旅游景区名单。

漫步班彦村，风中摇曳的大红灯笼
上，随处可见幸福班彦、和谐班彦、赛纳
班彦等字样。红旗飘扬，文化广场屋顶

“班彦，一个感恩的地方”红色大字分外
醒目，更是道出班彦人的共同心声。

班彦村党史馆是一处激发人们干事
创业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的地方，
这里不仅有着班彦村民居前后对比景
观、原始农耕机具、土族文化介绍、微缩
景观图介绍等，醒目处摆放着“全国脱贫
攻坚楷模”、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名录、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第二批国家森
林乡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省级乡
村振兴战略示范村等奖牌证书，通过“旧
貌”和“新颜”的强烈对比，详细了解班彦
村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工作成效。

到了班彦村就要吃八眉猪肉，这是
游客必尝的一道美味，还有特色土鸡
肉、山上的鹿角菜、洋芋津津……村民

根据自身情况在自家院里开办农家乐，
目前班彦村正常营业的农家乐可接待
五六百人同时用餐。

当然，走进酩馏酒坊品酩馏酒也是
不错的选择，酩馏酒酒精度数不高，入口
绵柔，带着淡淡的青稞香气，喝上一口，
仿佛能感受到这片土地的醇厚与热情。

班彦村的文化底蕴深厚且独特。
作为土族聚居的村落，这里保留着许多
原汁原味的土族传统文化。游客可以
参观盘绣园，馆内陈列着各种古老的土
族服饰、手工艺品等。土族的服饰堪称
艺术珍品，色彩鲜艳、做工精细，尤其是
妇女的七彩袖服饰，每一种颜色都有着
独特的象征意义。在这里，还能欣赏到
土族独特的刺绣工艺，一针一线都凝聚
着土族人民的智慧和对生活的热爱。

班彦村最好玩的地方在哪里？那一
定是班彦生态农庄，这是一处饱含民族特
色的综合性旅游观赏体验基地，游客到这
里可以欣赏到花海、体验丛林探险、进行
温室采摘、实现自助烧烤等多元旅游。

傍晚时分欣赏一段土族安召舞，待
夜幕落下感受夜晚乡村的静谧，原生态
的民宿是缓解游客疲惫的最好选择。

在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文都
乡的苍翠山谷间，一座藏式庄廓院落静
立于文都河畔的麻日村，这里便是第十
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故居。这
里不仅是充满宗教文化底蕴和历史厚
重感的所在，更是红色旅游线路上一颗
璀璨的明珠。

2016年 12月，这里入选《全国红色
旅游景点景区名录》，成为全省十大景
区之一，这一殊荣足以彰显其独特的红
色旅游价值。十世班禅于 1938年农历
正月初三在此诞生，他的一生是为我们
伟大祖国的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的一生，
尤其是在西藏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中，
他几十年如一日，旗帜鲜明地坚持爱国
主义立场，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
团结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991 年十世班禅纪念堂在循化
文都寺修建落成，其主体建筑为三

层，建筑面积 730 平方米，以藏族建
筑风格为主。文都大寺历史悠久，规
模 宏 大 ，始 建 于 1282 年 ，距 今 已 有
700 多年历史。文都寺在我国藏传佛
教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爱国
爱教的光荣传统，是十世班禅在青海
进行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和弘扬祖
国统一、民族团结进步、宣传爱国爱
教的重要基地。

这里作为红色旅游景点，意义非
凡。2013年 3月 5日，文都寺及班禅故
居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当游客踏入这片土地，就
如同走进了一部鲜活的历史教材。游
客可以深入了解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
信仰以及大师的生平事迹。此外，故居
周边的自然风光亦是一大看点。连绵
的山脉如同大地的脊梁，广袤的大地孕
育着无限生机。

班彦村：一个感恩的地方

红光村：西路军在这里留下“红色基因”

麻日村：十世班禅故居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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