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 俗 游 吸 粉 无 数
□本报记者 李玉琢
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塔娜

一间屋舍，三两友人，揽明月入怀，枕清风入梦。
如今，田园休闲正成为旅游消费的新热点。在呼伦贝
尔市额尔古纳市，民宿、家庭游和“访俄户”（访问俄罗
斯族家庭的活动）便是诗与远方的全新载体。当地民
宿产业从萌芽到发展，再到反哺旅游，一步步成为助推
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出门在外，越来越多的游客住宿方式不再拘泥于
酒店、宾馆，而是选择体验特色民宿。

2005年“全国十大魅力名镇”评选活动，让位于额
尔古纳河畔的蒙兀室韦苏木声名鹊起。蒙兀室韦苏木
居民潘乐杰，2009年开始经营家庭游，开业第一年就
收入5万多元。

潘乐杰的家庭游越办越红火。“今年旅游旺季，我
家每天接待游客一二百人，营业额日均都在一万元左
右。游客大多来自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及周边省
市。”潘乐杰说。毫无疑问，独具特色的民俗游已然吸
粉无数。

都说让疲惫不堪的身躯与心灵放松的最好方式，
就是“回到自然”。眼下，恩和俄罗斯民族乡“老白家”
的民宿，每天都在接待全国各地沉浸式、体验式旅游的
游客。

“老白”名叫缪志武，安徽人。多年前来到额尔古
纳后，他就喜欢上了这里的蓝天、绿草和白桦林。用他
的话说，在额尔古纳找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惬意。

缪志武选择留在了额尔古纳，定居在恩和。依托这

里的自然人文景观，他经营一家温馨的乡村民宿。如
今，“老白家”的民宿走红网络，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

“很多游客在网上看到我家的民宿图片和视频，提
前打电话预订房间和餐饮，这几年客人络绎不绝。”缪
志武说道，他非常注重顾客的住宿体验，想让游客在看
风景的同时，能体验到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群山连绵，绿茵成锦，风光秀丽……额尔古纳依托
优美的生态环境、优良的空气质量，形成了一批批富有
特色的家庭游、民宿等产业集群。其中，独具民族特色
的“访俄户”体验游，是不少游客来额尔古纳的必选项
目之一。

走进喀秋莎俄罗斯族民俗体验馆，伴随着欢快的
手风琴旋律，俄罗斯族女子唱着、跳着，热情地让游客
品尝列巴，以独有的方式迎接远方的客人。

喀秋莎“访俄户”的经营者董月莲，是土生土长的俄
罗斯族。到今年，她的民俗体验馆已经营了8个年头。

在董月莲家，游客们可以伴随着优美动听的俄罗
斯民族乐曲，同主人一起跳欢快的俄罗斯族民间舞蹈，
玩撞彩蛋、抢棍等俄罗斯族传统游戏，还可以品尝俄罗
斯族传统美食。

除常规体验活动外，喀秋莎俄罗斯族民俗体验馆
还开设了俄语小课堂，教游客一些日常用的俄语，讲悠
久的民族历史故事，在寓教于乐中让游客感受民族文
化的魅力。

在额尔古纳市，如今越来越多的“访俄户”与当地
生态、文创、餐饮娱乐等资源融合，成为城乡经济发展
的新引擎。“访俄户”为游客提供的，不仅是单纯的玩，
更拓展了多元的消费场景，“访俄户+美食”“访俄户+
研学”等业态为文旅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呼伦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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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阿男

“真是太高兴了，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大的热
闹，老百姓真是开心了！”近日，在包头市固阳县秦长城
文化艺术节开幕式上，固阳县农民刘三女高兴地说。

2024年以来，包头市以“让城市烟火气更足、人
气和财气更旺，让工业城有更多文艺范”为己任，上
半年举办文旅活动700余场次，接待国内游客1043
万人次，同比增长40%。包头着力将最普惠的文化
产品送到市民群众家门口，不断降低高雅音乐欣赏
门槛，发挥国有文艺院团和民间演艺团队作用，打造

“一出家门的音乐会”，创新推出博物馆之夜、街头演
唱会、图书馆音乐会、城市音乐沙龙等特色文旅活动
70余场，频频刷爆包头“朋友圈”。成立全市小剧场
联盟，整合社会资源，推出相声、话剧、轻喜剧、脱口
秀等演出 200余场，惠及观众 25余万人次，为包头

这座工业城市赋予浓郁多元的文化气息。
包头市先后建成了黄河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成为

全国唯一的一个同时拥有长城、黄河两大国家文化公园的
城市。包头市还聚焦打造博物馆之城，电力、羊绒、陨石、
非遗文化、国防动员博物馆等12家博物馆正式挂牌；聚焦
打造北方音乐之城，举办“悦动黄河”“北疆之春”交响音乐
会、“最年华”经典演唱会等高水准音乐会13场；聚焦打造
全国知名艺术品集散地，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包头艺术博览
会，145名知名艺术家、49家参展机构和2000多件艺术
精品亮相包头。

包头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郭勇表示，下一步，
该市还将策划推出800余场文旅活动，办好“北疆有
情，包头有请”暑期文旅消费季，精心举办内蒙古二
人台艺术节等重点活动，推出民族交响音乐会《大河
九曲》、民族管弦乐《水阔山海间》，全面铺开博物馆
之夜、街头演唱会、城市音乐沙龙等特色活动，持续
引客入包，让城市火起来、热起来。

引客入包让城市火起来

包头

□本报记者 郝飚

眼下，“大漠湖城”乌海迎来了一年中的旅游旺
季。泛舟乌海湖上，感受湖面的波澜壮阔；走进乌兰
布和沙漠，领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美妙景
色；来到当代中国书法艺术馆，欣赏书法之城的翰墨
飘香……在一个个极具地域特色的景点，游客们纷
纷“打卡”拍照，表示不虚此行。

“乌海集沙漠、湖泊、高山等景色于一城，风景迷
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来自广州的游客黄建宁在
乌海游玩了 6天，她告诉记者，在沙漠越野、湖面泛
舟的绝妙体验让她深受震撼。在乌海经营旅行社的
葛广田表示，这个夏天，他们已组织来自广州、深圳
等地近千名游客到乌海及周边旅游，乌海游不断升
温的同时，“来沙漠看海”旅游品牌也越来越响亮。

乌海位于自治区西部，是一座风景独特的魅力
之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乌海拥有了河流、山

川、大漠、湿地等丰富地貌，可谓一城尽揽塞外风。
徜徉在乌海湖边，听着黄河奔腾北上的声音，看着远
处浩瀚的金色沙漠，壮丽的自然风光瞬间惊醒了尘
世。乌海湖一边拥着沙漠，一边揽着高山，形成了世
上罕见的“山、海、沙、城”共存共生的奇特景观。

近年来，乌海市依托乌海湖、甘德尔山、金沙湾
等境内特色旅游资源，着力发展全域旅游、四季旅
游，不断加强旅游精品打造，积极促进旅游业提档升
级。同时，该市通过举办马帮大会、沙漠徒步挑战
赛、内蒙古民歌大会等赛事活动，推动文旅融合发
展，进一步提升“来沙漠看海”旅游品牌的影响力。

目前，乌海市共有A级旅游景区23家，其中4A
级旅游景区5家，自治区级全域旅游示范区1个，国
家级湿地公园1家，自治区级乡村旅游重点村3家，
自治区星级乡村旅游接待户14家，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2家。今年上半年，乌海市接待国内游客36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0.73%。接待游客总花费为
41.69亿元，同比增长43.87%。

乌海

大 漠 湖 城 引 客 来

□本报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闫琛琛

初秋阿拉善定远营古城流光溢彩。连日来，阿
拉善盟“定远夜·营城里”古城消夏文旅系列活动在
阿左旗巴彦浩特镇定远营古城火热举办，成为打开
阿拉善盛夏夜生活的“N”种选择之一。

夜晚，青石板铺就的古城街巷灯光璀璨，人流涌动，
烟火气十足。阿拉善王府烤全羊技艺展示及品鉴美食
节、音乐派对、电音节、“火凤凰”无人机表演、城墙光影秀
星空露营地、国潮集市等一大波活动接踵而至，赢得现场
观众的阵阵欢呼，纷纷拿起手机拍下这精彩一瞬。

据悉，为进一步提升广大游客的体验，阿拉善左
旗文旅集团历时一个月搭建出传统的土灶烤炉，特
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阿拉善王
府烤全羊国家级传承人赵铁锁，现场为游客展示烤
全羊制作过程。“非常高兴能把烤全羊制作过程展示
给驼乡百姓及广大游客，让大家在了解‘非遗’的同
时，也能爱上阿拉善美食。”赵铁锁笑着说。

流连于古城之中，陕西游客毋冰洁感受着阿拉
善的风土人情。“从陕西华阴自驾来到阿拉善，感觉

这是一座特别友好的城市。在腾格里沙漠冲浪，刺
激又好玩；走进定远营古城，感受到不一样的人文风
情，真是不虚此行。”毋冰洁说。

集市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月4日、14日、24
日，位于巴彦浩特镇赛马场的“逢四”集市，人潮涌
动，热闹非凡，做小买卖的商贩以及周边居民都早早
出来，一起感受集市的热闹氛围。

走进赛马场集市，摊贩的叫卖声、吆喝声便隔着
攒动的人群传来，各类摊位按序摆放，农副产品、特
色小吃、水果蔬菜、日用百货……琳琅满目的商品和
美食让人目不暇接、垂涎三尺，游客和周边居民穿梭其
中，在感受集市烟火气的同时，购买了众多商品满载而
归。集市上，除了各类小商品和美食，备受欢迎的还有鲜
榨果汁，摊主付海静将橙子和西瓜挑选切块，再榨汁，每一
杯果汁都是纯手工现榨，吸引了众人排队购买。“天气炎
热，鲜榨果汁比较受欢迎，生意也不错。一般都是在
定远营摆摊，赶集的时候就上集来摆摊，从去年到今
年已经摆摊两年了。”付海静告诉记者。

据了解，赛马场集市设有百余个摊位，商户大多来自
阿拉善左旗本地和周边的银川、乌海等地，售卖的商品种
类较多，价格也比较实惠，深受游客和本地居民的喜欢。

定远营古城 烟火气十足

阿拉善

□本报记者 郭洪申 李佳雨

夜幕降临，晚风微凉。走进通辽市悦来河文化
旅游休闲街区，人群熙熙攘攘，热闹程度更甚白昼。
灿烂的光影秀、绚丽的文艺表演，不仅点亮了城市的
夜空，更点燃了城市“夜经济”。

自7月15日开街以来，位于开发区核心区的悦来河
文化旅游休闲街区人气不断攀升，受到了市民们的青睐。

这里不仅是周边居民购物、聚餐、娱乐的聚集
地，还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以往，开鲁县的
王东先生每到假期都会带家人去周边城市游玩，如
今通辽有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休闲街区，几乎成
了他和家人每周的“打卡”地。用他的话说，在这里，
大人孩子都能度过愉快的周末，吃喝玩乐全能满足。

“开街的时候带孩子来了一次，后来每周都吵着
要来，确实不错。”王东说。

晚上 8点，位于街区中心位置的川菜馆座无虚
席，街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家店已经成了这条
街的“网红店”。

“开业以来，生意一直很好，周末的时候营业额

能过万。”川菜馆负责人刘先生说。
由于该街区定位“轻旅游 微度假 生活街区”，集亲

子、购物、休闲、餐饮等多业态于一体，在设计上充分突出
民俗特色，采用数字光影技术打造“悦来十二境”，通过灯
光浮桥衔接，做到客流聚集和互动共享，同步取得了拉动
投资、提升消费、创造就业机会的综合效益，打造出“全
龄 全域 全季”的生活圈。

据了解，悦来河文化旅游休闲街区建筑面积约
88万平方米，街区由十二座场馆及集装箱、综合商
业街、儿童市集、特色美食车构成，不仅填补了开发
区及周边区域商业综合体匮乏的空白，还能更好地
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

“开街后人群在不断增加，业态也在不断繁荣，
目前招商已完成80%。下一步，我们将引进更多优
质品牌入驻，在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同时，持续完
善城市功能，提升群众生活品质。”通辽市文旅集团
西辽河公司副经理李国巍说。

“夜经济”与文旅热相得益彰。近几年，通辽市
不断培育主题特色鲜明的商业步行街，发展特色创
意市集，打造新型夜间消费场景，持续挖掘消费潜
能，激发文旅市场活力。

通辽

夜经济扮靓消费场景

□本报记者 薄金凤

远离城市的喧嚣，穿越哈隆格乃峡谷，领略色彩
鲜明、美轮美奂的雅丹地貌；在沙漠绿洲马兰湖，欣
赏泉在流沙中，风吹沙不落的美景；在茫茫戈壁上的
玛瑙湖与晶莹剔透的玛瑙合影留念；在石头古城、汉
长城旁聆听边关塞外的故事……

8月 7日，随着一声声油门的轰鸣，巴彦淖尔市
杭锦后旗“渡·阴山”探秘之旅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
11辆越野车、32名游客，开启了一场探寻阴山的自
驾之旅。

据巴彦淖尔自驾游推荐人东一向介绍，“‘渡·阴
山’探秘之旅，涵盖了山脉、峡谷、沙漠、草原、戈壁、
湖泊等多种地貌，除了能给游客带来刺激畅快的自
驾体验外，沿途还能欣赏到连绵不断苍茫耸立的阴
山山脉、秦时明月汉时关的边塞古城、大漠孤烟直的
戈壁沙漠以及亿万年前火山喷发形成的玛瑙湖秘境
等风景，吸引了不少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我来自江南水乡乌镇，如果说乌镇是温柔的
美，那么巴彦淖尔就是阳刚之美。看惯了山清水秀，

来体验一把大漠孤烟直，特别震撼！”浙江游客李先
生感触颇深。

巴彦淖尔市拥有独特的地貌，阴山横亘其中，有
天然河道、沙漠、湿地、戈壁、草原等多样地形，为自
驾和越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游客沿途可体验到丰
富的人文景观与地质地貌。今年“五一”期间，全国
租车订单火爆，根据神舟租车平台数据显示，异地用
车订单占比达到八成，其中，西北地区用车量大涨，
涌入了大量的年轻客户，在出租率最高的城市榜单
中，巴彦淖尔榜上有名。

“本来只想打卡阴山，没想到三天两夜的行程
里，一路上看到了峡谷、沙漠、丹霞等地貌。”来自成
都的游客韩先生觉得，沿途美景是这次自驾出游收
获的意外之喜。

据悉，今年上半年已有来自成都、广州、北京、上
海、包头等地的3000多名自驾爱好者深入阴山腹地
开展“渡·阴山”探秘之旅。“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把巴
彦淖尔市打造成独具特色的小众旅游胜地，让全国
更多游客在短时间内体验到不同的地形地貌，让更
多人了解巴彦淖尔独特的阴山文化，爱上巴彦淖
尔。”东一信心满满地说。

巴彦淖尔

年 轻 人 爱 上 探 秘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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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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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马
拉
松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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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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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场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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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会
现
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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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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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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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海湖上乘坐快艇在乌海湖上乘坐快艇。。 沙漠中的篝火晚会沙漠中的篝火晚会。。 游客骑骆驼穿越乌兰布和沙漠游客骑骆驼穿越乌兰布和沙漠。。

夜晚露营夜晚露营。。

在阴山穿行在阴山穿行。。

孩
子
们
在
喷
泉
区
玩
耍

孩
子
们
在
喷
泉
区
玩
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