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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方圆

岁序更替，辞旧迎新。正月初二，
呼和浩特市恼包村锣鼓喧天、热闹喜
庆。变脸、游神、打铁花、高空走钢丝，
丰富多彩的节庆表演轮番上阵；画糖
人、剪窗花、炸糕，特色鲜明的民俗展
示让人目不暇接。人们在欢声笑语中
迎接甲辰龙年的到来。

红红火火过大年的氛围，既是热火
朝天的烟火味儿，也承载着阖家团圆的

温情记忆。“这种红火热闹的氛围太棒
了！”刚与爱人、孩子自拍完的孔婷告
诉记者，这是他们一家三口第一次一
起过年，儿子看表演看热闹看得都不
肯回家。

刚刚过去的2023年，对于孔婷来
说意义非凡：爱人刘健从部队转业回
到呼和浩特工作，一家三口终于相聚
在了一起，自己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儿
子也上了幼儿园，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之前因为工作特殊，我俩聚少离
多，尤其儿子出生后家里全靠她和父

母操持。我回来之后，尽量多分担些
家务，只要我在家，做饭带娃这些家务
事我都包了。”肩扛儿子的刘健紧紧抓
着孩子的脚腕，脸上洋溢着幸福。

夜色斑斓，万家灯火。游玩尽兴
的一家人回到家中，围坐在一起，共尝
美味佳肴，共享团圆温情。“饺子煮好
喽！”刘健端出饺子后，解下围裙坐到
桌前，满意地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红烧肉、酱牛肉、清炖羊肉、红烧
鱼……除了家宴传统菜，掌勺的刘健
还准备了年菜“新花样”：岳父岳母爱

吃的佛跳墙、妻子最爱的毛血旺、儿子
喜欢的爆浆糍粑和牛肉比萨。

“现在咱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了，啥都能买上！这团圆饭，自己做
几道拿手的，再买点儿预制菜，很快就
能准备好一大桌。”孔婷的父亲老孔看
着满桌美味，笑得合不拢嘴。

团圆饭，品尝的是家的温暖和对
新生活的期盼。

“我要吃一口‘年年有余’！”孔婷
的儿子夹了一口红烧鱼说道。稚嫩的
童声引得一家人哈哈大笑。

“说得好！来，咱们每人吃一口红
烧肉，新年把日子过得更红火！”孔婷
笑着说。

“ 新 年 把 日 子 过 得 更 红 火 ”

□文/图 本报记者 马芳

“新的一年，龙年大吉。”大年初
三，四年级小学生王祉衡收到舅妈亲
手绘制的龙年贺卡和冰箱贴，开心地
手舞足蹈。

红色卡纸上，一条手绘的“俏皮
龙”活灵活现，同款插画做成的龙年冰
箱贴传递吉祥寓意。这一套红红火火
的“个性文创”，是“内蒙古媳妇”落瑾
瑾的用心之作，以手工绘制的方式表
达了对亲人朋友的美好祝愿。

今年是这位山西姑娘婚后首次来
巴彦淖尔市过年。来之前，给家人朋
友带什么礼物，她费尽了心思。

“内蒙古人热情、大方，我非常喜
欢这里的风土人情。这里厚重的历史
文化底蕴也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所
以我想通过这样一种特殊方式表达自
己的心意。”落瑾瑾是一名电商视觉设
计师，从陕西科技大学硕士毕业后，去
了杭州发展。在杭州，她与同样心怀
梦想的内蒙古小伙儿马远驰相识，去
年两人喜结连理。

“浙漂”的几年时间里，他们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也对未来有了更远的
规划。马远驰说：“我们虽然身处异
乡，却时刻关注家乡的发展变化。去
年，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支持内蒙古
高质量发展，作为内蒙古人我们倍感
振奋。今年我想带着媳妇回来创业，
这么好的机遇一定不能错过，也希望

为家乡发展添砖加瓦。”
心灵手巧的落瑾瑾，从小就喜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她还手工制作了
中国龙和鳌鱼彩灯。按下开关键，一
条彩色的中国龙栩栩如生地展现在
眼前。为迎龙年，她从网上购买了原
材料，对照视频教程学习制作方法，
量尺寸、剪竹片、粘骨架……连续一
周的昼夜奋战，她赶在春节前夕做好
了彩灯。

“给我拍张照片。”“我要和中国龙
合影。”……在充满喜庆氛围的家里，
落瑾瑾的手工作品赢得大家阵阵夸
赞，前来拜年串门的亲戚朋友争相拿
着彩灯拍照发朋友圈。“之前参观灯会
的时候才能看到彩灯，如今在家里看
到传统彩灯，感觉很新鲜，这些手工作
品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年味儿，也预
示着我们的好日子越过越红火。”

指 尖 上 的 年 味 儿

□本报记者 魏那 肖璐

龙乡“舞龙”庆龙年。今年春节，
有着 300多年历史、独具地方特色的

“子午耍龙”巡游，在“中华玉龙之乡”
赤峰市精彩上演。巡游场面热闹非
凡，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围观，为龙年
送上一份好彩头。

大年初一上午 10 时，一条“长
龙”在紫蒙湖畔腾空而起，舞龙传承
人张学全带领宁城县三座店镇的村
民们敲起了锣鼓、舞起了长龙。只见
擎龙柱者手持龙珠，引导长龙腾空起
舞，数十米长的彩龙时而“昂首啸

天”、时而“入海破浪”、时而“龙逐宝
珠”、时而“盘旋绕柱”，形态栩栩如
生、活灵活现，村民和游客伴着一路
锣鼓声跟随“长龙”前行。

“我爷爷那辈就开始舞龙，我师从父
亲。赤峰是玉龙故里，我们以舞龙为耀。
今年是龙年，我们通过‘舞龙’祝愿老百姓
生活风调雨顺。”传承人张学全说。

赤峰市是“中华玉龙之乡”，1971
年，这里出土了素有“中华第一龙”美
誉的龙形玉器——红山文化代表性器
物大型“C”型碧玉雕龙。

“中华玉龙之乡”有过年耍(舞)龙
的习俗。据介绍，乾隆八年(1743年)，
三座店街中心建起一处关帝庙，有庙

即有庙会，舞龙、秧歌等表演项目随之
应运而生。

“子午耍龙”舞的是两条龙，一红
一绿，又称为子午龙。红龙是火龙，白
天舞，寓意给人间带来光明；绿龙为水
龙，晚上舞，寓意风调雨顺。如今，每
逢新春佳节，群众纷纷走出家门表演
舞龙、参加庙会，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今年的“子午耍龙”巡游表演计划
持续至正月十六。舞龙表演队伍由13
人组成，都是当地村民。大家身着喜庆
的服饰，头戴舞龙帽，手擎舞龙柱，辗转
腾挪，精神抖擞。舞龙表演还特别把

“玉龙故乡”的元素融入到表演中，并结

合了武术动作。表演者舞姿矫健、豪迈
威猛，引得游客、村民纷纷拍照留念。

“龙乡‘舞龙’年味浓。我们在龙
乡沉浸式看舞龙，可以真切感受到龙
的精气神，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外
地游客成伟佳对记者说。

“今年喜逢龙年，我们在节目编排
中特别将古老民俗文化和现代元素有
机结合，让表演更具观赏性，更加体现
龙的文化内涵。”宁城县三座店民间
艺术协会负责人吕国安说，舞龙表演
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文化
瑰宝。每逢春节，我们县里都会组织
具有本土特色的“子午耍龙”表演，深
受各年龄段群众喜爱。

龙 乡“ 舞 龙 ”舞 出 好 彩 头

2月 13日，大年初四早晨，锡林浩特市希日塔拉街道乌兰社区“彩龙飘扬队”在贝子庙广场舞彩龙。该队自
2020年成立以来，已发展至60多名成员。在甲辰龙年春节之际，他们健身舞龙为草原小城增添几多节日氛围。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

过龙年 舞彩龙

欢天喜地闹新春，红红火火过大
年！甲辰龙年，丰富多彩的新春主题
活动在内蒙古各地精彩上演，人们沉
浸在一片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中。

在呼和浩特，精彩纷呈的文体活
动陆续上演，其中社火庙会活动就有
13项；在包头，每天都有民俗巡游、舞
龙舞狮、非遗体验等活动；在呼伦贝
尔，人们感受到春节与“十四冬”相逢
的独特魅力；在兴安盟，丰富多彩的线
上线下活动为人们呈上一道道美味的
文化大餐；在通辽，6大板块150余项
活动让人们乐享新年；在赤峰，306项
活动展示丰富多彩的文旅资源；在锡
林郭勒，如梦如幻的彩灯营造出温暖
祥和的喜庆氛围；在乌兰察布，“花灯
之缘”等多项活动相继开启；在鄂尔多
斯，主题活动走进各大广场、公园、公
共文化场馆、旅游景区；在巴彦淖尔，
春节里的烟火气是红红火火的迎春花
市，更是热气腾腾的年货大集；在乌
海，书画摄影展览等线上线下活动有
近百场；在阿拉善，定远营古城新春庙
会热闹开启……

年味浓、人气旺，新年新气象！
春节假期你去哪了？欢迎扫描二维
码，来评论区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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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丽琴

游园赏灯、非遗集市、社火庙会、
欢乐冰雪、趣味“村晚”、文博展览、惠
民演出……甲辰龙年春节，内蒙古各
地丰富多彩的新春活动火热上演，给
万家灯火增添喜庆热闹氛围，让各族
群众尽享文化盛宴。

过年“看红火”一直是内蒙古人新
春必不可 少 的 娱 乐 项 目 。 在 熙 熙 攘
攘的人群中，看热热闹闹的“红火”，
是过年最重要的体验。节奏欢快的
锣鼓、高亢激越的唢呐、多姿多彩的
秧歌、花枝招展的高跷、威风凛凛的
社火、灵活有趣的杂耍、跳跃欢腾的
舞 龙 舞 狮 、令 人 捧 腹 的 二 人 台 ……
一场场“好戏”轮番上演，独具特色、
精 彩 纷 呈 的 活 动 ，营 造 汇 聚 着 浓 浓
年味，寄托着人们辞旧迎新、迎祥纳
福 的 美 好 愿 望 ，也 充 分 展 现 着 全 区
人 民 健 康 向 上 的 精 神 面 貌 ，映 照 着
祖国北疆的繁华盛景、其乐融融。

新春佳节，不只是物质的丰盛，也

意味着文化的丰裕、精神的丰满。如
今，我们的生活在变、环境在变，但过
年的仪式感没有变，看红火祈福的文
化内核始终没有变。当文化的韵律叠
加时代的脉动，当传统的底色添加现
代的线条，“年”就有了更多元的文化
表达、更精彩的文化呈现。进一步深
挖优秀传统文化内涵，阐释蕴藏其中
的美好希冀与期盼，才能在看“红火”
的同时，给观众更多文化上的熏染、更
多情感上的共鸣。

“笙歌 间 错 华 筵 启 。 喜 新 春 新
岁 。”新 春 的“ 红 火 ”，预 示 着 全 年 的
红红火火、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一
年 又 一 年 ，我 们 在 五 彩 缤 纷 的 活 动
中 感 受 红 火 热 闹 ，在 精 神 鼓 巷 里 蓄
积 力 量 。 新 的 时 间 窗 口 已 打 开 ，更
美 的 风 景 在 前 方 ，更 加 红 火 幸 福 的
日子在前方。

深挖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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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瑾瑾整理中国龙彩灯。

■上接第 1版 “十四冬”彩灯、旗帜、宣
传板、电子屏组成特色鲜明的立体景观，
萌萌的吉祥物“安达”“赛努”在街边与市
民擦肩。“目前我们在完成的海拉尔区路
线、桥梁、酒店的亮化美化过程中，融入

‘十四冬’元素，为冬运营造出浓厚的氛
围。我们会以最饱满的热情，打造出最具

特色的景观，迎接冬运盛会的到来！”海拉
尔区市政工程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冰雪热潮在城市涌动，呼伦贝尔古
城旅游休闲街区，孩童在巨型冰滑梯上
玩耍，家长用相机记录欢乐时刻；游客
与“十四冬”主题冰雕合影，留下难忘的
瞬间。这个冰雪季，呼伦贝尔以喜迎

“十四冬”为主题，宣传、体育、文旅等部
门联动配合，举办了马拉松、健身跑等
赛事活动 20余项，各旗市区举办各类
迎庆活动累计 100余项。呼伦贝尔市
还以承办“十四冬”为契机，推出“跟着
赛事去旅行”“冬运场馆来打卡”等旅游
项目，吸引游客近2000万人次。

■上接第1版
到“亮丽黄河湾 多彩达拉特”体验乡

村冬捕的乐趣，到“日出东方 美不胜收”的
东胜区九成宫文化旅游区感受活力冰雪盛
宴的魅力；在响沙湾绵延起伏的沙漠纹理
里开启一场与众不同的冰雪奇缘……鄂尔
多斯的冬季银装素裹、美轮美奂。

助力“十四冬”，鄂尔多斯将丰富的
旅游资源与独特的人文景观相结合，推
出了“冰雪+民俗”“冰雪+研学”“冰雪+
体育”“冰雪+度假”等融合新产品，带给
全国游客一个“寒风凛冽吹不进，暖暖
心意满满来”的欢乐冰雪旅游季。鄂尔
多斯市级、旗县、景区三级联动，围绕冰
雪旅游推出第十三届鄂尔多斯冰雪文
化旅游节、2024年达拉特旗冬捕活动、
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陪熊猫过大年”
等多项主题活动，扮靓整个冬季。

文旅融合热度升级

进入冬季以来，阿拉善盟各地开展
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

为拓展冬季旅游产品，助力“十四

冬”，阿拉善右旗举办“心之所往·向善
而行——2023·阿拉善万峰驼那达慕大
会”。大会以“文旅+农牧”融合的方式
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养
驼习俗之蒙古族赛驼”的独特韵味，展
现“中国骆驼之乡”“中国驼奶之乡”的
无穷魅力。期间开展骆驼挤奶比赛、短
距离速度赛、长距离耐力赛、骆驼接力
赛、搓驼毛绳、乘驼射箭等19个比赛项
目。此外，还举行汽车越野赛等专业赛
事、全国摄影大赛等特色活动。本届那
达慕“最大规模的骑骆驼课程”创吉尼
斯世界纪录，现场有骆驼 1万峰，赛车
超过 100辆，紧张刺激的比赛、琳琅满
目的文旅产品、精彩纷呈的民俗表演，
让冬日文旅市场燃情四射。

“不是‘尔滨’去不了，是朱尔圪岱
冰雪乐园更有性价比，不来这儿玩一
玩，都不能说自己过了个冬天……”包
头市土右旗“网红”达人二媛在萨拉齐
镇朱尔圪岱冰雪乐园嗨玩后意犹未尽
地说。冰雪乐园开园以来，一场关于冰
雪的欢乐盛宴拉开帷幕，为“十四冬”预
热的同时，掀起冬季冰雪旅游热潮。

开园当天，社区冰雪娱乐运动会点
燃全场激情，冰上自行车、滑冰车等项
目轮番开赛，现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
伏。还有七彩冰车、冰上双人自行车、
高靠背雪板、冰雪摩天轮、冰上自助漂
移车、雪地秋千等数十种冰雪娱乐项目
让游客充分感受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

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党组
书记、局长金磊介绍，入冬以来，首府围
绕“十四冬”和“冰雪青城·悦动北疆”冬
季冰雪活动，以发展冰雪旅游为主线，
以推动冬季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
标，把“冷资源”变成“热产业”，共推出
百余项文旅活动。尤其是迎新年系列
文旅活动和冰雪节等活动产生了良好
的社会效应。元旦3天假期，共接待了
国内游客135.35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
收入近9个亿。此外，还打造了大召广
场沉浸式文化活动、雕塑艺术馆国潮
风、哈素海冬捕节、马鬃山冰雪运动等
一批冬季旅游新亮点。

（综合本报记者 刘宏章 蔡冬梅
郑学良 薛来 郝飚 高敏娜 郝雪
莲 李雪瑶 李佳雨 徐跃 报道）

内蒙古借“冬”风掀起冬季旅游热潮
■上接第1版

主媒体中心是大会注册媒体和转
播商的赛时总部，是官方信息的发布中
心，也是媒体服务中心和媒体交通中
枢。“十四冬”主媒体中心包括主新闻中
心（MPC）和广播电视中心（IBC），共设
立主播机构办公区、媒体运行办公区、
信息发布工作区、公共办公区、茶歇休
息区五大功能区。有可容纳 150人的
媒体公共服务区，有 70余个独立工作
间，目前已全部建设完毕。

各分赛区媒体中心和媒体工作间
也同步就绪。扎兰屯赛区新闻中心设
有新闻发布室、媒体工作间、会议室和
两个媒体办公室，可同时满足百余名
记者办公需求。

根据最新赛程，“十四冬”比赛项
目全面对标 2026 年米兰冬奥会，设
滑冰、滑雪、冬季两项、冰壶、冰球、雪

车、雪橇、滑雪登山 8个大项、16个分
项、176 个小项，预计参赛运动员将
达到 3700 余人，是历届全国冬季运
动会中规模最大、项目最多、标准最
高的一届。

在内蒙古自治区冰上运动训练中
心，工作人员反反复复对赛事灯光、功
能用房、电力维保、空调新风系统等多
个方面进行维修和改造；工程团队根
据专家建议，调整冰面、控制冰温，只
为让赛道更加符合国际专业水准，为
即将前来参赛的运动员提供良好的竞
赛体验。

近日，呼伦贝尔市举行了“十四
冬”开幕式第四次全要素演练。此次
演练完全按照开幕式当日流程进行，
依次为远端集结、集中安检、统一登
车、错时发车、接续抵达、依次入场、分
区退场 7个步骤，演练安检集结、登车

落客、车辆调度、入场退场、引领服务
等内容。

参演人员由模拟观众、本地观众、
接待服务保障人员（含随车引领人
员）、安保人员、志愿者、医护人员、综
合保障人员等约7600人组成，演练现
场人员、车辆、设备等各要素组织有
序、运行顺畅，达到了预期目标。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赛事组织和
服务保障，为把‘十四冬’办成一届特
色鲜明、精彩难忘、惠及百姓、展现风
貌的体育盛会贡献力量。”呼伦贝尔市
委书记高润喜表示。

我们在倒计时的钟声里，升腾希
望与梦想；在即将到来的赛事中，绽放
激情与力量。让我们同谱冬运新曲，
共唱草原欢歌，期待每一位参与者在
冰雪世界中展现自我、超越自我、散发
光芒、勇创辉煌。

“ 十 四 冬 ”来 了 ，呼 伦 贝 尔 准 备 好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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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2023年扎兰屯市大力开展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7大项125个提升改造工程
项目建设，进一步改善了市区市容，提升了
城市整体品位，为喜迎“十四冬”打下坚实
基础，形成全市上下热切期盼、全力支持、
积极参与的浓厚氛围，以最大的热情，尽最
大的努力，向全国人民奉献一场隆重热烈、
安全祥和、精彩圆满的冬季体育盛会。

扎兰屯赛区15个小组保盛会
■上接第1版 水电气暖、网络通信、
交通安全、食宿餐饮等保障服务全面
就绪。

“自筹备工作开展以来，场地建
设、赛事组织、宣传报道、安全保卫、
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顺利推进，为赛
事的成功举办打下了坚实基础。”凉
城县委书记刘进涛表示，“我们将用
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环境、一流的组

织、一流的服务，展示新时代凉城新
气象，确保将本届冬运会办成精彩、
文明、经典、难忘的体育盛会。”

按照赛事组委会的安排，“十四
冬”乌兰察布凉城赛区将于 2 月 14
日—2月 26日举办越野滑雪、冬季两
项、单板滑雪障碍追逐、自由式滑雪
障碍追逐4个项目的比赛，共产生38
块金牌。

凉 城 赛 区 62 支 代 表 队 参 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