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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戴宏 李新军 帅政
王丽红 金泉

深秋时节，走进扎兰屯金龙山滑
雪场，只见机器轰鸣，一派繁忙的施工
景象。作为“十四冬”雪上项目的主要
赛场，这里正在加紧推进铺设造雪水
管等工程。

“金龙山滑雪场在‘十四冬’中将
承担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滑雪登山等 7 项赛
事。”扎兰屯市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负责人冉春晖介绍说，“为保
障赛事的顺利进行，我们已累计投入资
金1.3亿元，对场馆的电力、造雪、供暖
等系统设施进行全面升级改造，预计
10月末所有升级改造项目全部完成。”

扎兰屯市四季分明，山清水秀，景
色宜人，有着“塞外苏杭”的美誉。而

这里也是滑雪的绝佳之地，冬季平均
气温在零下 12℃左右，存雪期长达 5
个月以上，有效滑雪期可达130多天，
非常适宜开展冬季户外运动。

办好一场赛，提升一座城。扎兰
屯市以承办“十四冬”为契机，对金龙山
滑雪场软硬件设施进行多次升级改造，
雪道总数达到18条，并增建了运动员
公寓、温泉酒店、教育实训基地，可同时
接待400人住宿及用餐，为雪上项目国
家队和地方队做好各项保障工作。

与此同时，金龙山滑雪场还在冬
季增设了雪地摩托、冰雪乐园等娱乐
项目，夏季开展登山、宿营、休闲度假
等项目，逐步发展成为扎兰屯滑雪旅
游度假地，旅游产业得到融合发展。

9月2日，扎兰屯滑雪旅游度假地
获得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授牌；9
月 22日，金龙山休闲度假旅游区正式
获批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至此，扎

兰屯市拥有了“国家滑雪队训练基地”
“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三块金字招牌。

2023年以来，金龙山滑雪场完成
接待各类培训、研学滑雪及专业训练等
游客5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2000
万元左右，拉动了旅游经济增长。

前不久，“冬奥连冬运 草原向北
京”万里茶道自驾行系列活动车队来到
金龙山滑雪场，来自全国各地的车友们
近距离感受“十四冬”环境和氛围。“我
们从大西北来到这里，感觉很开心，而
且能助力宣传‘十四冬’很有意义。这
里景美、空气清新，我们以后还会再
来。”来自陕西省的车友魏先生说。

建好冰雪旅游“国家队”，带动更多
游客上冰雪，成就多姿多彩冬运梦。扎
兰屯市深耕冰雪资源，推出多条冰雪旅
游精品线路，全力打造有温度、有特色、
有品质的冰雪旅游度假胜地。

“塞外苏杭”挺进冰雪旅游“国家队”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呼布琴
王玉琢 郝雪莲 布音额尼尔乐

村集体经济要如何发展？
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同时要怎样带

动村民增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
带着一系列的问题，记者走进了“传

说”中的“荞面村”——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泊江海子镇巴音敖包村，亲眼见证了从一
粒荞麦到一碗荞面的产业“兵法”全攻略。

10月 12日，58岁的巴音敖包村村
民折润才正在自家面馆里和老伴招呼
着客人。

“村子里的人祖祖辈辈都种荞麦，
我家有40多亩地，都种了荞麦。”折润
才说，“托荞麦的福，我家在109国道临
街铺面开了面馆，客源稳定，我家的生
活过得有声有色。”

巴音敖包村位于东胜区最西端，
过去村里一直没有像样的产业。

怎么办？2018年，村两委和东胜
区水务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派驻巴
音敖包村第一书记郝二斌开始“审时
度势”——村里都是旱地，适宜荞麦生
长，村里的荞麦也是远近闻名的“好味
道”。但由于种植零散、产量不稳定、
销路不畅通，农民得不到真实惠，发展
荞麦产业是个不错的选择。

于是 2018 年，村集体试种了 120
亩荞麦，实现了村集体经济零的突
破。2019年，流转了 620亩土地种植
荞麦，荞麦被运到陕西加工成面粉后
再销售，当年村集体收入10万元。

看 到 效 果 不 错 ，村 里“ 乘 势 追
击”——2021年继续扩大种植面积到
1200亩，2022年扩大到1500亩。

巴音敖包村有耕地 5984亩，在村
集体经济的带动下，如今，全村荞麦的
种植面积达到4600亩。

仅仅有种植业并不能满足村里的
发展要求了，村里又打起了“无中生
有”的念头——发展下游产业，延伸产
业链深加工农产品，成立荞面挂面厂。

村子努力，政府给力。2022年巴
音敖包村开始筹建挂面加工厂，得到

了各级政府的支持，成功申请了各类
资金400多万元，建成一条450型低温
烘干挂面生产线。

想方设法延长荞麦产业链，多措
并举筹建挂面厂，引导农民调优种植
结构，大力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提升
农副产品附加值，千方百计增加农民
收入，是郝二斌与村两委一直抓在手
上，放在心里的事情。

走进挂面厂，扑面而来的是面的
清香，一挂挂黄澄澄的面条在晾晒机
上等待烘干。

“挂面厂刚刚投入运营就接到了
陕西等地300多万元的生产订单，挂面
厂的投用不仅实现了村里荞麦的深加
工，而且还可以给周边地区的农产品
实现代加工，更重要的是能够解决 30
多人的就业问题。”郝二斌说。

折润才就在厂里打工。“我在厂里
每个月6000多元工资，现在年纯收入
就有十几万元。”折润才美滋滋地说。

为了扩大市场竞争力，让土特产卖
上好价钱，村两委和郝二斌又动起了“点
石成金”的头脑——创建自己的品牌。

2019 年巴音敖包村成功申请了
“老梁外”农副产品品牌 ，有了“身份
证”，村里的荞麦、小米、笨鸡等土特

产，也成了鄂尔多斯市的“明星”产品。
产业兴则百业兴,产业强则经济

强。强产业、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
巴音敖包村采用“企业＋党支部＋合作
组织+农户”的模式，产业发展提质增
效，专属品牌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日益牢
固。打井、修路、垃圾处理，一桩桩、一
件件具体的实事，实打实让农民感受
到了村子发展带来的红利，2022年村集
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到 170万元。全
村平均每户年收入至少提高2000元。

“以往我们的荞面一斤卖 6块，现
在一斤荞面能生产 2 把挂面能卖 16
块。下一步我们要深挖荞面营养价
值，瞄准高端市场，生产蔬菜、杂粮、蛋
奶、水果挂面和空心面、延面等产品，
让我们的优质产品真正能卖个好价
钱。”郝二斌信心满满地说。

接下来，村两委和郝二斌还要“集
思广益”——筹备荞麦中欧地理标识
认证 、选址“老梁外”荞面终端体验
店。郝二斌说出来他的梦想：“希望

‘生态内蒙古，绿色好味道’中，有‘老
梁外’荞面的味道；希望‘老梁外’荞面
能够走出国门，走向全球；希望乘着乡
村振兴的东风，巴音敖包村乡亲们的
日子能够芝麻开花节节高……”

从一粒荞麦到一碗荞面的“兵法”全攻略

□本报记者 郑学良

故乡遥，何日去？
来一场家门口的穿越乡愁之旅

何如？
寒露刚过，一场绵绵秋雨，梳洗出

深秋毕克齐的浓郁底色，同时也浸润
着毕克齐的民俗文化风情。

毕克齐镇是一个拥有400年历史
的古镇，在这里既有古人“登楼望雨”的
诗情画意，也有农耕文化的厚重久远。

以非遗文化讲述古今故事，毕克
齐镇在国家级非遗项目脑阁的故乡腊
铺村筹建了腊铺村村史馆·脑阁非遗
传习所，并于 10月 11 日正式挂牌开
馆，使这里成为展示腊铺村历史发展
脉络和文化瑰宝的一个窗口。

这样，凌空绝技脑阁有了传习所。
往日里一件件平常、普通的老物

件，渐渐被遗忘在时光的尘埃里，掩埋
在岁月的角落中。如今，这些老物件
被收集整理在一起，焕发新生机，凝聚
成一份浓浓的乡土情，让世世代代生
长在这里的人们能够记住这乡愁。

展馆占地面积 500平方米，分为
村史和非遗文化展示两部分，农耕文
化与非遗文化相融合。所陈列的500
多件展品，部分是当地村民捐赠，部分
征集。通过文字、图片、实物、文物、视
频影像等载体，生动展示腊铺村的沧
桑历史和建设成果。

在传习所，从抬阁到脑阁，你似乎
可以触摸到流传至今300多年脑阁文
化的历史脉络。

在村史馆展厅，这里的每一个“老
物件”，都镌刻着岁月印记、带着先辈
们的温度和一个村落的文化记忆，成

为腊铺村新一代农民的精神原乡。
“我六七岁起，就在父亲肩上进行

脑阁表演，成年后，又担当起了色脚的
角色，扛着自家儿孙上街表演，几十年
间，从未间断。”今年71岁的脑阁自治
区级传承人胡连刚告诉记者。

胡连刚回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
加速、农村人口的外迁，虽然昔日村镇
上孩子们争做色芯的盛况已不再，但脑
阁艺术的传承和保护一直没有停止。

先是，呼和浩特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在腊铺村建立了专门的
脑阁学习交流场所。每逢重大节庆活
动，都会安排脑阁表演。

2016年，腊铺村建起了民俗文化
馆。2021年，村委会在此馆中开辟了
脑阁展厅，集中展览展示脑阁的演出
服饰、道具等。2023 年，毕克齐镇党
委、政府对脑阁展厅进行了重新装修、

布展，并升级为脑阁馆，正式挂牌“脑
阁非遗传习所”。

“脑阁是国家级非遗，不能断链
呀，我们一定得把传承工作搞好。”胡连
刚感慨地说，他的脑阁技法来源于爷爷
和父亲，他又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儿子
胡新龙，“如今成立了非遗传习所，对于
脑阁的传承、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是一件
大喜事。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和喜欢
上，就能一代一代传下去。”

敬畏历史者，历史厚之；传承历史
者，历史馈之。一座村庄之所以美丽，
是因为传统和现代交融绘就的色彩迷
人；一座村庄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勤劳
和智慧编织的故事唯美。

走进村史馆和传习所，就走进了
属于腊铺村独有的文化记忆。

（土左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鑫
参与采访）

凌 空 绝 技 有 了 传 习 所

□本报记者 蔡冬梅 路兴 马芳

10月21日，对于包头市石拐区农
民刘子青来说，是个终生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63岁的他终于实现了儿时的舞
蹈之梦，登上了央视大舞台。看着电视
里自己和年轻人一起跳舞的样子，刘子
青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眼里噙满泪水。

刘子青告诉记者，七八岁时在村里
看舞剧电影《红色娘子军》，他当时就被那
银幕上的优美舞姿迷住了，电影放到哪个
村他就跟着看到哪儿，小小的心灵种下了
爱跳舞的种子。无奈由于家境贫困，他
11岁辍学，15岁跟着父母开始种地。

2011年，刘子青所在的包头市石
拐区被列为第三批国家资源枯竭城
市。53岁当了半辈子农民的刘子青，在
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又一次与舞剧《红色
娘子军》邂逅，他发现这个儿时的梦想
依然让自己心潮澎湃。于是，刘子青放
下锄头，决心圆梦。

10多年来，从石拐“旧”区，到喜
桂图“新”区，从挖掘煤炭为国家建设
作出积极贡献，到工业项目的二次创
业尝试，再到“双控”大背景下刀刃向
内的逐“绿”攀“新”，包头市石拐区在
绝境中一次又一次裂变。裂变的巨大
能量，喷薄而出的是如今“智慧”“绿
色”“宜居”的新石拐。

石拐区浴火重生、破茧成蝶的10
年，也是农民刘子青追求梦想、实现夙
愿的10年。劈叉、下腰、踢腿、倒立……
走着练、做饭练、睡觉也练，顶碗的数
量从 3个、5个增加到 8个，刘子青的
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2018 年，在当地媒体牵线搭桥
下，刘子青成了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
院舞蹈系首例旁听生。能进入大学课
堂学习，他倍加珍惜这个机遇，和子女
辈的同学成了好朋友，授课老师更是
将他的励志故事当成鲜活的教学案
例，激励年轻学子珍惜时光、勇敢追
梦。“那时候我其实挺过意不去的，因

为老师总是责备那些娃娃们:看看这
个大爷，你们有甚理由不好好练？！”回
想起自己就学时的有趣事儿，刘子青
不好意思地笑了。

10年间，刘子青从参加学校毕业
典礼演出，到登上内蒙古村歌大擂台，
从为当地村歌伴舞，再到励志故事被拍
成纪录片在央视播出，凭着坚持不懈的
努力，他的人生舞台也越来越开阔。

如果说农民舞者刘子青用追求梦
想来诠释幸福生活，而农民摄影人赵
福珍、赵连珍兄弟俩则是用镜头来见
证民生变化。“做好公益事业”是他们
的晚年梦想。

“咱们石拐的变化真不小！”10多年
来，这对“公益兄弟”，一个义务放电影、
一个拍照记录城市变迁，他们几乎走遍
了石拐区每一处，采集收集图片千余
幅，眼见着新小区盖起来了、道路宽起
来了、城区靓起来了、农村兴起来了。

哥哥赵福珍今年69岁，是石拐区
大德恒街道后营子村村民。2012年，
他省吃俭用攒下1万多元钱买了投影
机、音响等设备，开着电动车走街串
巷，义务当起流动电影放映员。电影、
故事片、二人台，村民们闲下来就围坐

一起看电影，精神风貌渐渐发生了改
变。11年过去了，一心为了大家的赵
福珍更新了放映设备，买了笔记本电
脑、接通了互联网、学习了新设备使
用，坚持用公益行动引领乡风文明。

68岁的赵连珍热爱摄影，用镜头
记录城市变迁是他的梦想。不种地以
后，他攒钱买了照相机，一拍就是十多
年。石拐区大发商业街旧址是赵连珍
经常拍摄的地方，这里的俱乐部、商
铺、电影院、照相馆等20世纪 50年代
的建筑，无声诉说着往昔的兴隆与繁
荣。赵连珍说：“这条老街承载着石拐
人厚重的文化记忆，我经常把在这里
拍摄的照片与新区照片对比，在放映
电影的同时给村民播放，想让大家在
心情愉悦的同时，感受城市翻天覆地
的变化，感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城市变迁，岁月更迭。这群经过岁
月洗礼的“老小孩”，用另外一种方式解
码人生，在梦想照进现实过程中收获了
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刘子青所说：“现
在的生活美得说不出来，我走着也笑、坐
着也笑，我觉得这辈子活得值了。”

（石拐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雅
婷 参与采访）

了 不 起 的“ 老 小 孩 ”们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见习记者 朱媛丽

“养牧不都喂草料吗？这满地胡
萝卜是干啥的？”

“胡萝卜是咱们生物全价饲料中
诸多元素中的一种，它含有天然生长
素，尤其对于公羊配种及母羊怀羔后羊
羔弱小都有非常好的效果。牲畜吃了
这个营养全面合理、满足牛羊营养全部
需求的生物全价饲料后，牧民再也不用
担心自家的‘宝贝们’营养不良了！而
且胡萝卜这种农作物具有成本低的优
势，能有效降低牧民购买饲料综合成
本。”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生物科技
创新专业委员会专家李亚雄博士说。

在草原上，牧民是宝，在牧民眼
里，他们的牛马羊才是“心头肉”。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巴彦淖
尔镇的牧民通嘎拉嘎，放牧大半辈
子，全家上下最让他牵肠挂肚的就是
家里那 40 头牛和 100 多只羊。眼瞅
着马上入冬，看着今年的饲草料行
情，忧愁涌上心头。哪里能买到价格
低廉且营养价值高的饲草料成了他
近期最大的烦心事。

正巧听说18日在170多公里外的
赛罕高毕苏木乌日根呼格吉勒嘎查有个
生物全价饲料加工厂剪彩、接受观摩，他
一大早就开着车来到现场。从一进门就
没闲着，一会儿问博士这个混合饲料到
底都添加些啥东西，有没有营养，牛羊吃
了会不会长膘，一会儿又盯着饲料搅拌
机看个没完，直到认真看完加工的全过
程，他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了地。

“我发现这个饲料挺神奇，不仅成本
低，蛋白质含量还高，里面加的啥，我看
完就放心了，再也不用担心牛羊吃了没
营养。而且离我家也不远，自己就能开
车拉回去。今年买一吨捆草需要1800
元，另外购买一吨精饲料需要4000元。
这个饲料一吨才1600元，而且也不用再
搭配其他精饲料。这么一算，一年就能
省好几万。”通嘎拉嘎说。

“为让牧民增收，我们就要引导牧
民转变养殖思想，首先从饲料选择上
转变。平时牧民购买青贮、青干草还
得额外购买玉米粒等精饲料，不仅成
本高，而且青干草在投喂过程中，存在
被风刮走、牲畜踩踏破坏等成本损
失。于是，我们积极探索‘集体+企业’

‘合作社+牧户’模式，大力推广营养丰
富、成本低、消耗少的全混日粮 TMR

喂养技术，不仅能降低采购成本，还能
就近解决饲草料短缺问题。”赛罕高毕
苏木党委书记胡日查说。

看着满地金灿灿的胡萝卜，再看
远处棚圈里正酣畅享用高营养价值

“香饽饽”的牛羊们，那狡黠的眼神和
“傲骄”的表情，仿佛听懂了大家的谈
论，像是在说“主人再也不用担心我营
养不良了！”

经过现场观摩对比，牧民们对机
械化牧业经济效益充满信心，纷纷决
定转变传统思维，学着搞科学饲养，生
物全价饲料加工厂剪彩当日成交量达
100余吨。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坚
持产业发展与牧民收入增长相互促进，
突出特色养殖、规模化养殖、党组织引领
牧民群众抗灾保畜，今年以来投入576
万元新建抗旱饲草料加工储备站5处，
从根本上压缩本地饲草料价格，降低牧
民采购成本，让牛马羊吃上“营养餐”。

夕阳下，牧民们开着满载生物全
价饲料的车奔向“致富”路，勤劳朴实
的背影被草原秋色染上了收获与希望
的光芒。

（苏尼特左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杰明 李亚琦 参与采访）

“主人再也不用担心我营养不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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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雪瑶

赤峰市敖汉旗新惠镇高家窝铺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热闹非凡，乐声
悠扬。演员们在台上翩翩起舞，动作
整齐划一，身段曼妙柔美，此时，高
家窝铺村乌兰牧骑小分队队长朱树
清带领演员正在进行广场舞《马头
琴拉响的时候》的彩排。

扛起锄头可耕田，涂上油彩便起
范。要问这一个个获得掌声无数的作品
从何而来？朱树清打开了话匣子。

“高家窝铺村乌兰牧骑小分队
的演员有34名，指导老师3名，创作老
师1名。节目都是自编、自导、自演，大
家都爱好文艺，自娱自乐，所以怎么调
整都不嫌烦，每次演出获得的掌声就
是我们舞动的动力。”

在舞台一侧的方桌上，整整齐齐
摆放着的板胡、大鼓等乐器吸引了人
们的目光。小分队的队员们个个多才
多艺，队长朱树清创作、编排、板胡等
信手拈来，75岁高龄的韩庆宇是一名
键盘手，别看他霜染鬓角,指尖功夫可
是一点不输年轻人。

近一年，小分队文艺演出96场，行
程1000多公里，观众达2万余人次，足
迹遍布敖汉旗新惠镇 25个村，高家窝

铺村14个村民组。
（敖汉旗融媒体中心 秦永波

参与采访）

村 里 有 了 乌 兰 牧 骑

脑阁非遗传习所揭牌，参加表演的孩子们一起亮相。

正在练功的刘子青。

晾晒挂面。 高瑞涛 摄

高家窝铺村乌兰牧骑小分队开展惠民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