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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孙柳

2月 14日，大年初五，传统非遗与
新春佳节撞个满怀，呼和浩特市各文
化场所迎来一波旅游小高峰。

2月 9日起，呼和浩特市恼包村九
州非遗新春文化节拉开大幕，空中飞
龙、新春舞狮、打铁花等非遗，民间社
火、杂耍技艺等精彩活动，为呼和浩特
换上了红红火火的“春节妆”。

走进恼包村非遗文化园，每天
30 多项共 80 多场文化活动轮番上
阵，活灵活现的泥塑制作、国潮的汉
唐演艺……多位非遗传承人在现场大
展身手，来自全国各地20多个省市的
国家级非遗表演队集中展演，人们在
非遗文化中感受浓浓年味儿。

同时，各个场馆里同样年味儿满
满。2月 7日晚，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在内蒙古展览馆开启内蒙古“欢欢喜

喜过大年 游龙御马迎新春”系列文旅
活动。六大系列 19项 160场活动，让
游客们寻龙迹、开龙运、接龙福、舞龙
诀、趣龙萌、展龙图，寻龙纳福，共度欢
乐吉祥年。

2月 8日，《龙行中华——甲辰龙
年生肖文物大联展》在昭君博物院匈
奴历史博物馆连廊公共文化空间开
展。展览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序篇

“生肖文化的源与流”、第一单元“来龙
去脉——龙形象的诞生与演变”、第二
单元“龙腾四海——历史文化中的
龙”、第三单元“龙的传人——民俗文
化中的龙”、尾篇“与龙共舞——重返
恐龙世界”。展览全面讲述了“龙”与
中华儿女息息相关的故事，展现了

“龙”与炎黄子孙血肉相连的情感。
“今年过年的各种活动非常红火，

年味儿很足，让我们在外漂泊的游子
感受到了家里的热闹。”在陕西工作的
张宏伟说。

非 遗 大 集 闹 新 春

□本报记者 韩雪茹

走近生产车间，亲眼见证一盒牛
奶的生产过程；开启一堂研学课，亲手
制作一款牛奶饼干；走进体验店，购买
琳琅满目的奶制品……大年初五，来
自包头市的张女士一家在伊利现代健
康谷“打卡”，收获满满。

春节期间，伊利现代健康谷液态
奶生产线 24小时不停运转，贴管、分
包、装箱等工序一气呵成，数字工厂、
无菌车间、智能监控等处处体现着现
代化、智能化。昼夜不停的生产线在
全力保障春节市场供应的同时，还吸

引了广大游客慕名而来。
“那些生产线太壮观了！这里比

我想象得还要大、还要有趣，真是不虚
此行。”张女士说，“来到健康谷，能学
到很多知识，还有好几项互动的活动
充满了科技感。尤其是了解了从灌
装、分包到装箱等生产过程，看到我们
每天喝的牛奶‘新鲜出炉’，我和孩子
都十分激动。”

春节长假期间，不少家长选择领
着孩子到伊利现代健康谷研学基地

“充电”。据健康谷工业旅游商务经理
马欣介绍，研学基地打造了专属的 IP
形象——“伊诺”，以及“伊诺”探索“牛
奶星河”的故事线，参观者能够在各类

交互游玩中，系统性、科学性、趣味性
地了解奶制品的生产流程、先进工艺
和科普知识，同时在研学基地的美味
活力舱、科学活力舱进行烘焙、实验等
课程活动。

作为内蒙古“十四五”规划重点项
目、呼和浩特市“一号工程”，伊利现代
健康谷自2019年启动建设以来，聚焦
打造以奶产业为核心的“千亿级产业
集群”。伊利现代健康谷景区于去年
4月 29日正式开园运营至今，接待量
已达 30多万人次。园区将工业生产
资源优势转化为工业旅游产品优势，
通过融合企业战略、行业趋势、品牌文
化，推动工业旅游产品全方位升级。

2023 年，伊利现代健康谷获评
“国家第一批文明旅游宣传引导优秀
案例”“国家 5G+智慧旅游试点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等多项
荣誉。此外，全年节庆类活动精彩纷
呈，推动文化为城市赋能，打造城市文
旅新名片、新地标。

“春节期间，我们持续推出系列新
年活动，包括研学小课堂全天开放牛奶
饼干、牛奶蛋糕、牛奶皂制作以及手摇
发电机课程，春节活动期间入园即可免
费观看‘伊诺星球探索’系列 5D大电
影，还开设赏民俗市集、体验民乐演出、
手工DIY等活动，为广大游客带来全新
的研学游和工业游体验。”马欣说。

“研学游+工业游”解锁假期新玩法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即将开幕的“十四冬”的带动下，
今年春节，冰雪运动热潮席卷锡林郭
勒草原，人们将团聚的地点从宾馆饭
店搬到滑雪场，在运动的快乐中，共
同度过一个难忘且有意义的新春佳
节。

2月14日，大年初五中午12点半，
本是午餐时间，在锡林浩特市南郊“马
都滑雪场”里仍然人声鼎沸，往滑雪场
顶端运行的滑行电梯上站满了人，仿佛
忘却了还有吃饭这么一回事儿。

不过也有“聪明”的人们，找了背风
的地方开起了小灶。显然，来自湖北的
章女士一家三人是有备而来的。当记
者见到她们时，娘仨正在享用着午餐。
虽然面包火腿肠略显简单，但保温杯一
打开，一股热乎气儿伴着奶茶香味飘散
在空中，让人瞬间忘却寒冷。

“这是早晨从饭店带过来的。得
知我们要在外面玩儿一天，饭店老板
告诉我们只要喝一口热奶茶，再冷也
不怕。”章女士笑着说，这是第一次到

北方过年，第一次上滑雪场，一切都
很新鲜，原来天气越寒冷，越容易感
受到亲情的温暖。

有这种感觉的不仅是章女士。
在滑雪场的一角，记者看到了初次学
习滑雪的人们，他们或手牵手滑行，
或互相搀扶练习，共同感受着冰雪运
动的魅力。“滑雪不仅能锻炼身体，还
能增进亲子关系。”锡林浩特市民塔
娜说，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更
加热爱运动、热爱生活。

在滑雪场，气温尽管还处在零下
10多度，但丝毫不影响人们滑雪的热
情，身着五颜六色滑雪服的运动“健将”
们为雪白的世界增添了很多灵动色彩。

“我是个狂热的滑雪爱好者，因为
滑雪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与
自由。还记得 3年前，第一次站上雪
道，我就爱上了这项运动。”身着一身黄
色滑雪服，脚踏单板的刘雨算是这座滑
雪场上的明星人物。只见他闪展腾挪，
三个漂亮的大U型回转便到达了终点。

刘雨说：“这是初级赛道。我是
领着儿子教他单板滑雪，把基础打得
扎实了，明年全家要到大型滑雪场附

近过大年。”
“有没有想着带孩子去看看‘十四

冬’？”“那当然了，这两天准备去趟乌兰
察布，现场看看滑雪比赛。”他说。

这座“马都滑雪场”是在4年前建
成的。今年，随着“十四冬”宣传氛围
的大力营造与开幕式的临近，春节与
冰雪运动在这里邂逅，不管是本地人
还是游客，都把滑雪场定位成必到的
打卡地。

“从早晨 9点开门营业到下午 5
时清场，春节这几天每天都爆满，滑
雪圈更是一圈难求。”滑雪场工作人
员王忠菊告诉记者，本地办了季卡的
爱好者们几乎每天都会带着孩子家
人过来玩雪，大部分外地游客只要购
票入场，几乎就是玩够一整天。

玩儿起来、嗨起来，时间总是过
得特别快，眼看滑雪场要下班，人们
依依不舍地到蒙古包大厅更换装备
退场。一出大厅，记者又见到了章女
士。这次，她让女儿骑上了骆驼，正
忙着拍照。“好高啊、好暖和呀……”
骑着骆驼，双手紧紧抱住驼峰的女儿
连连发出惊叹。

当 冰 雪 邂 逅 春 节

□本报记者 李可新

当新春佳节与冬运相逢，“中国
红”和“冰雪白”交织，吉祥物安达、赛
努及带有“十四冬”元素的盲盒、手办
等文创产品也火出了圈，成为众多市
民和游客走亲访友的不二之选。

在国家级休闲文化街区呼伦贝
尔古城的“十四冬”特许零售文创店
里，挤满了挑选文创礼物的人群，货
架上陈列着“十四冬”纪念徽章、“十
四冬”太阳花挂饰、憨态可掬的吉祥
物纪念公仔等各式文创产品，让人应
接不暇、爱不释手。

“十四冬”的举办，也为消费市场增
添了新的活力。游客和市民有的在挑
选带有“龙”元素的徽章，有的在翻看带
有“十四冬”主场馆标志的笔记本，还有

的则用手托起“潮”“萌”“酷”“飒”的吉
祥物纪念公仔挂饰仔细观详……

“我来这里买了带有‘十四冬’元
素的文创。一部分自己收藏，另一部
分打算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家人和朋
友。”游客孙岚洁说。

夜晚，雪花造型的氛围灯点缀在
呼伦贝尔古城的夜空。31座涵盖冰
雪运动、地域文化和新春元素造型的
冰雕亮起五彩斑斓的光影，形态各异
的冰雕在灯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流
光溢彩，拉满春节氛围感。市民和游
客纷纷在“我在呼伦贝尔过大年”的
冰雕前打卡拍照。

“这些冰雕感觉太震惊了，特别
有‘十四冬’和新年氛围。”市民王先
生说。

冰雕玉琢似天成，晶莹剔透如梦
幻。在呼伦贝尔古城南门苏炳文广场

上，一座总用冰量近2000立方米、60
米长的大型冰滑梯，既具备观赏性又给
市民和游客增添了节日的欢乐。坐上
雪圈，滑下滑梯，打个超长“出溜滑儿”，
体验风驰电掣般地快感，完美演绎着现
实版的“速度与激情”。

“听说这有冰滑梯，想着带孩子
来感受一下，‘十四冬’马上就要到
了，也想让孩子体验冰雪运动的乐
趣。”游客赵女士说。

为了能够让市民、游客玩得开
心、玩得舒心、玩得放心，呼伦贝尔古
城游客服务中心为大家提供雪圈租
借、奶茶热饮、精美文创、手机充电、
休息读书等服务。

在这个有“十四冬”相伴的春节
里，体验御雪而行、踏冰赏雪的乐趣，
一起来呼伦贝尔度过充满欢声笑语
的快乐时光！

玩 转 呼 伦 贝 尔 古 城

2月 14日，在巴彦
淖尔市多蓝湖滑雪场，
游客们三五结伴同行，
从雪道上一路飞驰而
下，尖叫声、欢笑声不
绝于耳，大家尽情感受
冰雪运动带来的欢乐
与刺激。

“我是腊月二十九
来的巴彦淖尔，因为

‘十四冬’即将在内蒙
古举办，我们对冰雪运
动的热情很高。这是
我第二次滑雪，觉得很
好玩，刚开始学，摔过
好多次跤，但还是想继
续爬起来滑。学习蒙
古马精神，吃苦耐劳、
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
不罢休！”江西游客张
哲笑着说。

来自重庆的游客
赵敏是一名滑雪爱好
者，她表示，自己是跟
随当地的朋友来这边
旅游的，想趁着节日的
气氛与大家出来滑滑
雪，体验一下不同的过
年氛围。“今天是大年
初五，来得路上鞭炮声
不断，到处都张灯结彩
的，滑雪场也一派热火
朝天的景象，这个年过
得非常开心！”赵敏高
兴地说。

吸引南方游客的不仅只有冰雪，
还有内蒙古的特色美食。一大早，广
东游客张力就来到巴彦淖尔市杭锦后
旗陕坝镇的一家肉焙子店，享受了一
顿“硬早点”。肉焙子是陕坝镇较为有
名的美食之一，用河套面粉制作的烤
白焙子夹着满是用卤汤煮好的猪肉，
让人食欲大增，既解馋又耐饿。“来到
当地就想来品尝一下特色美食，我吃
到了北方的年夜饭，有猪肉烩酸菜、酥
鸡、炸丸子、酿皮，都很喜欢。”张力说。

南方游客穿上大棉袄组队北上感
受冰雪魅力，北方游客脱下羽绒服、穿
上短袖衫南下当“候鸟”，拥抱暖阳与
大海。巴彦淖尔市的李鑫夫妇今年想
要过一个不一样的新年，他们带着父
母和宝宝来到了海南三亚。“春节期间
的三亚热闹非凡，处处装点着新春的
喜庆氛围，我们观看了舞龙巡游，游玩
的过程中遇到了好多和我们一样来南
方过年的北方游客，这个年过得趣味
十足。”李鑫说。

甲辰龙年的到来，让人们在热腾
腾的烟火气、扑面而来的年味儿里，感
受到旅行的另一种滋味。

南

北
﹃
串

门

儿
﹄
体

验

深

□
本
报
记
者

杨
柳

□文/图 本报记者 魏那
通讯员 史子龙

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
看来？

新春佳节，坐落于塞外马鞍山脚
下的赤峰市喀喇沁旗王爷府镇，连日
来夜晚灯火如昼、游人如织。人们穿
行在灯海中，或驻足赏灯，或流连商
摊，或拍照留念。

赤峰市首届大型新春主题灯会
正在这里举办，展出的 30组(四川省)
自贡彩灯“点亮”了这座漠南古镇的
新春夜生活。自贡灯会历史悠久，于
2008 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我
国各地不少知名灯会上，都有自贡彩
灯作品。

王爷府镇位于赤峰市喀喇沁旗西
南部，公元1679年(康熙十八年)，清代
喀喇沁右翼旗札萨克郡王在此修建府
邸，始得名“王爷府镇”。

灯会场地设在喀喇沁亲王府，灯
组布置遍布府邸。这里的夜晚也一
改以往的沉寂，变身瑰丽奇幻的世
界。在匠人的精心设计和精巧工艺

下，各式各样的彩灯让人置身一片流
光溢彩中。

龙年主题彩灯是《龙腾盛世》《七
彩祥龙》，而新颖别致的灯组《国潮脸
谱》、大型灯组景观《鱼灯廊道》《诗词
百篇》引人注目……

“再拍一张！”正门前的大型组灯
《北疆文化》成为颇受欢迎的合影地。
来自河北承德的吕大姐带着老父亲来
观灯，70多岁的吕老爷子笑着在蒙古
马彩灯前拍照，一张又一张。

据了解，灯会从腊月廿二持续至
正月十五，目前每日观灯者约千人。
他们中，有本地居民，有外地返乡游
子，还有从北京、河北、天津等地而来
的游客。自开灯以来，累计接待游客
数突破10万人次。

“相比普通彩灯，自贡彩灯不仅色
彩更丰富、布艺更通透，灯组造型也
更具还原度、立体感。”作为灯组设计
制作方，上海一企业产品研发中心总
经理于普庆说道。“非遗的魅力不言
自明，但只有‘飞入寻常百姓家’，才
能有更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除了
灯会，我们还组织扭秧歌、舞龙、打铁
花等民俗表演，守护、传承传统文化
瑰宝。”

马 鞍 山 下 赏 花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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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宝年

在呼伦贝尔畅享冰雪运动乐趣、
在锡林郭 勒 骑 马 驰 骋 雪 原 、在 三 亚
享 受 阳 光 沙 滩 、在 昆 明 体 味 绚 烂 春
色……今年春节，“南北互跨游”成为
热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同家人一起

“旅游过年”，到千里之外的异地感受
别样“年味儿”。

从“回家过年”到“旅游过年”的背
后，不仅有生活水平提升所带来的观
念变化，更有经济社会发展为春运带
来的巨大改变。日新月异的交通出行
网，绘制出一幅“天堑变通途”的壮丽
图景，多种出行方式的“无缝衔接”，在
朝夕之间就可以实现天南海北的切
换，让“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可能。

春运期间，铁路、民航、公路等部
门纷纷创新服务方式，在为人们春节
出行提供更多便捷的同时，也为春运
旅途增添更多温馨和美好。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人文风貌丰
富多彩，春节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
民族传统节日，正是集中展示民俗文
化的窗口。“游”起来的春节，就如同全
国人民的“大联欢”，带来了全国各地
民俗文化的交流交融，更展现出强烈
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国潮庙会、年货市集、舞龙舞狮、
非遗体验、特色美食、贺岁文创……趁
着旅游过年的热潮，全国各地深挖民
俗文化内涵，创新表达方式，打造文旅
融合新业态、新场景，为游客献上一场
场精彩的文化盛宴，让传统年俗在新
时代焕发出夺目光彩。

旅游过年的热潮中，蕴藏着喜庆
祥 和 、热 气 腾 腾 、昂 扬 向 上 的“ 年 味
儿”，映照出一个活力四射、蓬勃发展
的中国。

流 动 的 年 味 儿

当“中国红”和“冰雪白”交织，浓
浓的年味与精彩的赛事在北疆内蒙
古碰撞出绚丽的火花。

这个春节，即将开幕的“十四
冬”，让内蒙古各地的年味儿更加浓
郁，丰富多彩的冰雪运动以及形式
多样、各具特色的庆祝活动，让内
蒙古各族儿女和来自各地的游客
在欢声笑语间，乐享与往年不一样
的新年。

龙腾盛世，春满北疆。春天正
大步走来，内蒙古大地喜气洋洋、
年 味 儿 浓 浓 ，多 姿 多 彩 的 文 化 盛
宴、激情澎湃的冰雪运动，期待您
来分享、品味。

这个春节不一样

日前，呼和浩特市市民正在小草公园内观赏花灯。春节期间，小草公园大型灯会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往观赏，
造型各异的灯组、绚烂的灯光带来满满的节日氛围感，让人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中。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绚丽花灯耀新春

点亮新春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