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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 日，乌兰察布市下起了

蒙蒙细雨。

带着几丝朦胧的气氛，记者一

行走进位于集宁区的七苏木国际

物流枢纽铁路物流中心。

刚来到这里，就听说中欧班列

集装箱正在进行彩绘，这勾起了大

家的兴趣。全国有那么多条中欧班

列，经过“精心打扮”的却不多见。于

是，撑起雨伞，前往中欧班列停靠

地，迫不及待地想要一睹它的真容。

长长的轨道之上，经过雨水冲

刷的列车整齐排列，崭新靓丽，似

乎在等待着我们的“检阅”。走近前

去，活泼可爱的马铃薯宝宝和云计

算卡通形象跃入视野，“中国薯都

草原云谷 乌兰察布欢迎您”的

字符格外亮眼。

“真漂亮！”

“瞧，上面还有乌兰察布的标

志性建筑物呢！”

鲜艳的色彩、有趣的画风让大

家赞不绝口。

负责中欧班列运营工作的内

蒙古亚欧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路告诉我们，这些彩绘是最近

几天才画上去的。下周，这趟“俏皮

可爱”的列车就要驰往俄罗斯的叶

卡捷琳堡，随之带去的是满满50节

集装箱的巴彦淖尔盟精品葵花籽。

七苏木中欧班列自2016年开行

以来，像这样的“欧洲之旅”已经有587

次了，总货值达到11.44亿美元。列车

带去的是中国的葵花籽、五金机械、服

饰、整车等货物，带回来的是欧洲的木

材、粮油、纸浆、红酒、精密设备……

“中欧班列开行对乌兰察布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

通道，一个是产业。通道打通后，为

外向型企业提供了出口的稳定通

道，同时该通道也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企业来到乌兰察布。”李路说。

在全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乌兰察布抓住

机遇，发挥区位交通和物流枢纽节

点优势，精心打造“通衢乌兰察

布”，大力发展通衢经济，让越来越

多的人了解乌兰察布，扎根乌兰察

布，爱上内蒙古。

乌兰察布前进的步伐还远不

止于此，乌兰察布对外经济贸易投

资合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光亚

说：“我们将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

观念，借势发力，精心打造联通‘俄

蒙欧’、承接‘京津冀’、服务‘呼包

鄂’、打通‘东南亚’的内陆开放型

国际商贸物流枢纽。”

我们相信，这辆乌兰察布的“列

车”将载着希望驶向梦想所及的未来。

黄河的大几字弯，在赛汗乌素

村又拐了个小弯，为这个村带来一

片绵长沃土，生于斯长于斯的村

民，称这条母亲河为“福河”。

9 月 4 日，乌海市海南区巴音

陶亥镇赛汗乌素村口的黄河水静

谧流淌，在这个“家家小别墅、户户

小汽车”的富饶村庄，特色窑洞民

宿、采摘农家乐、网红打卡点吸引

大量游客，沿黄景观带风光无限。

没有人能看出，这片桃花源一

般的小村庄，以前是乌海知名的

“垃圾村”“穷村”，曾经这里崎岖土

路贯穿村内阡陌，河里岸边漂着死

牲畜家禽尸体，弱经济、差村貌留

不住年轻人，村子成了空心村。

困境之变始于2014年，乌海市

新农区建设让这个村子焕发新颜。

乌海市君晨文化旅游有限公

司（西行客栈）董事长马新义是村

子旧貌换新颜的推动者，也是村子

变迁历史的见证者。

参与赛汗乌素村旧房拆迁改

造后，马新义留了下来，建立大量

充满地域特色和配套齐全的旅游

设施，低价承包给村民，守家在业

的村民们有了营生，不断为村子持

续注入发展活力，旅游收入也让村

民的钱包鼓了起来，实现致富增

收。

“我是呼和浩特市清水河人，

从小喝着黄河水，工作后从黄河几

子湾的东头来到了西头，不变的，

是对黄河凝聚的深情，”马新义表

示，自己还成立了新义丰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旨在通过目前“西

行客栈”这张文化名片，将村里百

姓的无公害农产品进行品牌化售

卖，让更多上岁数的普通村民跟上

村子文旅融合的发展步伐，兜子鼓

起来，心情美起来。

为此，马新义还专程请来了黄

河石绘画家鲁婷，在西行客栈开设

了工作室，每天发动村民去黄河边

给“鲁老师”捡石头，寄希望于鲁

婷，为这个小村庄注入精神文化内

涵。

“我创作了将近 80 多块黄河

石，最多感受到的，就是黄河石里

蕴含的母性和女性一种力量，即使

穷尽一生，也画不完黄河的故事。”

鲁婷抚摸着工作室内一颗颗精美

的黄河石，她喜欢运用国画颜料中

的石绿色，为朴实的黄河石点亮

“只此青绿”，女性、繁花、波浪、赤

鲤是她画作的主要元素。

曾经被村民们压咸菜的黄河

石，在鲁婷的细腻笔触下，拥有了

意向优美、线条繁密的精美图案，

灵气十足。温柔的水遇到坚硬的黄

河石，以柔克刚，通过造物的力量，

让黄河石绘画魅力无限。

鲁婷的作品中有一个系列，叫

做福河故事，灵感取自上古神话，

讲述了黄河母亲和这7个女儿守护

这条为润泽万物、百姓带来福祉的

大河。

同时，为了结束村民们奔波几

十里加工面粉的难题，马新义在村

里开设了面粉加工厂，加工出来的

面粉，有一个品牌，就叫“福河面”，

面袋子印着鲁婷的画作。

如今，鲁婷画作的元素遍布西

行客栈的各个角落，对标五星级酒

店的特色石窑洞、小院柴扉、民居

外墙、餐厅墙壁，每天都在演绎五

彩缤纷的“福河故事”。

记者了解到，像马新义、鲁婷

这样的黄河追梦人，在赛汗乌素村

还有很多，大家秉承着对黄河的深

情厚谊，努力发出微光，助力这个

黄河河畔的小村庄稳步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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