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头地处黄河流域中
上游，因包钢等多个国家
重点工业项目而闻名，有

“草原钢城”之称。黄河流
经包头市境内214公里，其
中，九原区是黄河进入包
头的门户，从西向东流经
九原区的哈业胡同镇、哈
林格尔镇、萨如拉街道出
境，全长41公里。9月8日，

“壮美黄河行”网络主题活
动采访团最后一站走进包
头，采访了草原钢城黄河
沿岸的生态经济建设。

到城中草原洗洗肺

与人们传统印象中的
工业城市不同，在包头看
不到烟囱林立、机器轰鸣
的场景，反而是随处可见
的草地和绽放的花朵，以
及大片大片的森林。“推窗
见绿、出门见景”，已然是
这座草原钢城带给游客的
第一印象。

赛汗塔拉城中草原便
是这样一片绿色的所在。

“赛汗塔拉”蒙古语意为
“美丽的草原”，位于包头
市中心，是包头市区原始
草原湿地生态系统，也是
国内唯一的天然草原园
区，也是亚洲最大的城中
草原。

“2017年，为庆祝自治
区成立70周年，包头市委
决定将赛汗塔拉城中草原
西侧2800亩土地和地上59
万平方米的房屋建设实施
整体拆迁，全部恢复草原
景观，再加上原有面积
8000余亩，共计1万余亩，
赛汗塔拉成为了名副其实
的万亩城中草原，草原中
有四道沙河，沙河水系又
汇聚流向十几公里之外的
黄河……”9月8日早晨，赛
汗塔拉城中草原的讲解员
王思冉一边走一边说。

放眼望去，整个园区
被一望无际的绿色所包
围，与远处的高楼大厦遥
相呼应，置身其中，“天苍
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
羊”的感觉油然而生。

园区内有一条10公里
长的环路，每到清晨或者
周末，很多健身爱好者就
会集中在这里，健步走、慢
跑，在城市中享受“洗肺”
的惬意。

“走一圈下来最快的
话也要1个半小时吧，只要
天气晴好，我每天早上都
会和老公来这里慢跑。”市
民刘娟抹了把头上的汗珠
气喘吁吁地对记者说。

顺着环路继续往里走，
还能看到生长了半个多世
纪的红柳林，2米多高的红
柳林根植在草原深处，枝丫
相互交错，经过多年的精心
养护，目前面积已经近千
亩，是内蒙古地区较大的红
柳林之一。殊不知，这样一
棵看似柔弱的红柳，其根部
可扎入地下40～50米深。

熟悉包头的人都知道，
包头是蒙古语“包克图”的
谐音，意为“有鹿的地方”，
所以又有鹿城之称。在城中
草原深处，便有这样一座戏
鹿亭。“妈妈，我要给这只小
鹿喂一根胡萝卜”“快，帮我
和这群梅花鹿拍张照片”
……还未走近，戏鹿亭便传
来一阵叽叽喳喳的笑闹声。
循声看去，只见一群梅花鹿

在树林中的草坪上撒欢打
滚，引来众多游客围观，其
中不少都是父母带着孩子
出游。

据包头市赛汗塔拉城
中湿地草原管理处党支部
书记、处长赵永清介绍，城
中草原海拔高度在1034～
1058米，除了梅花鹿，草原
中还拥有矮马、羊群、野
兔、野鸡等各种动物30多
种，各类植物50多种，乔灌
木20多种，其中大部分植
被都是天然生长。更加难得
的是，这片珍贵的草原最早
规划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经过包头市历届
政府下大力气对生态植被
进行保护、建设，才有了如
今的规模，平均年接待游客
300万～400万人次。

黄河岸边听一曲“黄河

谣”

在包头市九原区的哈
林格尔镇黄河湿地景观大

道边上，是一个以干打垒、
原木桩、石围墙、老水车等
黄河流域典型建筑风格为
主的院落，高大的水车在
秋风中吱吱呀呀地转动，
仿佛在向人们述说黄河人
家的过去与未来……9月8
日，记者一行走进了这个
名为黄河谣的民俗文化产
业园。

黄河谣中有座工匠博
物馆，博物馆内设31个小
分馆，主要展现黄河沿岸
200年历史的农耕文化与
北方游牧文化，传承工匠
精神。实景再现的油坊、酒
坊、地毯坊、老磨坊、织布
坊、木匠铺、铁匠铺、皮匠
铺，凝结着旧时劳动人民
无穷的智慧与工艺，置身
其间，仿佛穿越了时空隧
道，回到了200年前男耕女
织的农耕时代。

“这个地毯坊太亲切
了，小时候，我记得妈妈就
经常坐在屋子里织地毯，
她从来不看花样，织出的

地毯又柔软又漂亮！”当地
的游客赵丽娜兴奋地说。

36岁的李沙是黄河谣
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
里面的上千件老物件都是
其父李天东20多年来精心
收藏的黄河沿岸人家用过
的真品，甚至包括整个园
区的景观设计、布局，都是
由其父亲亲自操刀完成。
2015年，原本在北京一家
企业做资产评估的李沙，
为了帮助父亲圆梦，毅然
决然辞去了北京的工作，
回到家乡，与父亲在黄河
岸边建起了黄河谣。

“父亲是一名创作型
景观、建筑设计师，2015年，
他为哈林格尔镇做美丽乡
村建设的整体规划，与当地
镇政府的领导闲聊中谈起
了收藏的这些老物件，希望
能建一座体验式博物馆，
将200多年来黄河匠人的
精神传承下去。当地镇政
府非常感兴趣，所以帮忙
协调流转了西栓圪堵的这

片土地，才有了如今的黄
河谣。”李沙对记者说。

记者发现，黄河谣的
文化魅力远不止于此，它
在细节上处理的非常到
位，譬如园区中配以鱼文
化特色的农家饭店里，门
口等候席上设置了一个小
小的书吧，掌柜台旁边是
一台老旧的推土机设置的
装饰品，处处流淌着原始、
古朴的味道，厚重而沧桑，
走进这里，像是在翻看一
本好书，久久不忍离去。

泛舟“塞外西湖”

北有青山朦胧辉映，
南有黄河玉带环绕，9月8
日下午，记者一行来到被
誉为“塞外西湖”的包头南
海湿地公园。

南海湿地公园位于包
头市东河区南侧，昔日这里
曾是九曲黄河的一段故道，
河水改道南移后形成水面
和滩头草地，才成就了今天
的海子。泛舟南海，浩瀚的
水面上碧波荡漾，蒲草丛
生，水中鱼虾成群觅食，天
空中不时还有鸥鸟翱翔，让
人看着心旷神怡。

老包头素有“水旱码
头”之称，其中水码头指的
就是南海子码头。据介绍，
1985年，这里被辟为旅游
开发区。经过近几年的精
心规划和开发建设，已初
具规模。自然美与人工美
在这里相互交融，既具有
塞外浑厚、粗犷的特点，又
有着江南水乡的妩媚灵
气。

“正在飞翔的这只黑
色的鸟是鸬鹚，水中嬉戏
的叫■■。”说起海子里的
鸟类，包头市南海湿地管
理处资源管理科科长、园
林高级工程师苗春林如数
家珍。她在这里工作了26
年，观测鸟类的工作就做了
十几年。苗春林告诉记者，
今年是《包头市南海子湿地
自然保护区条例》颁布施行
10周年，随着保护力度的加
大，湿地鸟类由过去的77种
增加至229种，湿地面积由
过去的1585公顷增加至
2992公顷，湖泊面积也由过
去的333公顷增加至713公
顷。“鸟多了，环境好了，人
就更宜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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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呦呦鹿鸣 草原钢城再展“傲娇”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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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湿地成为鸟类的栖息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