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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月 28日讯 （记者 李永
桃）记者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内蒙古自
治区分局获悉，2024 年我区持续深
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不断改进提
升外汇管理服务，推动外汇便利化
政策惠及更多经营主体，积极支持
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全
年我区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总额达
487亿美元。

2024 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内蒙
古自治区分局多措并举推动全区外汇
市场平稳运行。

持续释放跨境贸易外汇便利化
政策红利。扩大贸易外汇收支便利
化政策受益面，2024 年，我区 8 家银
行为 90家试点企业办理便利化业务
34.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8%。打造
优质企业“便利化+”组合服务模式，
推动便利化政策与乳业、生物化工、
钢铁等地区优势产业有效结合，形成
融资增信、减费让利等多个服务场

景。在全国率先实施边民互市贸易
落地加工代理付汇政策，畅通新型互
市贸易结算渠道，有效提升跨境资金
结算效率。

为涉外企业投融资提供更多便
利。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提高资本项
目便利化业务办理比例，2024年，全区
累计办理资本项目外汇收支便利化业
务 3.05亿美元，占资本项目外汇收支
整体业务的 78%。持续深化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2024年全区
51家企业开展境外投资。

增强外汇金融服务效能。联合金融
机构开展“融汇助企”行动，持续强化企
业汇率避险服务，截至2024年12月末，
外汇衍生品签约额合计16.9亿美元，同
比增长 76.1%。优化外籍人员用汇服
务，增设外币代兑服务点，截至2024年
12月末，全区提供外币兑换的银行网点
共计853个，外币代兑机构90家，实现
入境口岸外币兑换服务全覆盖。

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2024年我区银行代客涉外
收 付 款 达 487 亿 美 元

本报锡林郭勒 1月 28日电 （记
者 巴依斯古楞 通讯员 梁晓虹）
进入1月以来，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日均检查验放出入境人员突破 1万人
次，创历史新高。

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作为服务二
连浩特口岸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年初以
来，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创新勤
务模式，优化警力配置。面对口岸客流量
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设置“一带一路”专

用通道，预约通关旅游团集中验放、跨境
救助等绿色通道，创新研发应用“边检通”
备案预约服务平台，结合口岸高峰期间通
关数据和规律特点，推进“两公布一提示”
预告服务，打造“预报预检、快捷通行”查
验模式。

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有关负责
人表示，春运期间，边检站将全力迎春
运保通关，让每一名旅客都能感受到
中国速度、国门温度。

二连出入境人次单日破万创新高

本报1月28日讯 （记者 石向
军）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1
月 28 日 起 ，随 着 寒 潮 影 响 基 本 结
束，全区大部雨雪消退，气温开始缓
步回升，尤其中西部气温在阳光的
加持下，将逐渐回升突破冰点。不
过在春节假期中段，还会有冷空气
叨扰。

1 月 27 日，随着冷空气东移，降
雪主要出现在内蒙古中东部地区。监测

显示，27至28日，12个盟市62个旗县的
335个站点出现降雪。气温方面，未来
几天，我区进入冷空气间歇期，大部地区
出现升温，尤其中西部回温显著，多地最
高气温有望突破冰点。此轮回温大约持
续到年初四，随后一股新冷空气将会再
度开启大风降雪过程，多地降幅 6至
8℃，局地8℃以上，对春节返程造成影
响，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添
衣保暖。

春 节 期 间 全 区 大 部 晴 朗 升 温

□本报记者 郑学良

在呼和浩特东站，旅客们刚刚走
出列车，热情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就
迎上前来，送上热腾腾的奶茶。

每当旅客来到出站大厅，马上会
有音乐声响起，身着喜庆服装的演员
热情洋溢的歌舞表演瞬间点燃现场
气氛，赢得旅客阵阵掌声与喝彩声。

“刚下车就喝到家乡的奶茶，看到
为我们准备的快闪表演，心里真暖
和！”一位旅客感动地说。

以上是呼和浩特2025年“回家真
好”城市主题快闪活动的场景。

从1月22日至24日，呼和浩特市
文化旅游广电局在呼和浩特东站、白
塔机场、新华广场地铁站，共举办了6
场精彩纷呈的快闪活动，让归家的旅
人感受到浓浓乡情与温情。

而这仅仅是“欢欢喜喜过大年——

歌游内蒙古 非遗贺新春”2025年呼
和浩特春节、元宵节30项群众文化系
列活动的一项。

“春节、元宵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
的传统节日，蛇年新春是成功申遗后
的首个春节。此次申遗成功，使春节
这一‘中国年’更具世界影响力。所
以，今年节日期间，呼和浩特为广大市
民和游客精心准备了丰富的文旅活
动，从 1月 22日至 2月 12日，腊月二
十三至正月十五，全市共组织30项群
众性文化活动。”1月 28日，呼和浩特
市文化旅游广电局非遗科科长宋荣芳
对记者说。

这些活动有“回家真好”城市主题
快闪、第四届呼和浩特欢乐冰雪节春
节主题活动、呼和浩特博物院“灵蛇
献瑞”乙巳蛇年生肖文物大联展、“文
物里的年味”特展、2025年呼和浩特
新春文化庙会、中华民族祭火仪式、
首届“奇幻莫尼山”山海经主题幻彩

灯光秀等。
值得一提的是，“灵蛇献瑞”乙巳

蛇年生肖文物大联展创新性推出展览
配套文创集市模式，通过引入故宫博
物院、苏州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江西
省博物馆、敦煌研究院、上海博物馆等
有影响力的大馆，联合打造出全国首
个“文创新空间”。现场精品文创近
1000种、爆款文创50余种。

1月24日晚，记者来到呼和浩特雕
塑艺术馆。开启夜游模式后，这里已经
变成一个充满梦幻色彩的童话世界。

从1月 22日至 2月 12日，呼和浩
特雕塑艺术馆每日闭馆时间延长至
22时。在雕塑艺术馆A、B两个展厅
展出由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学术委员
会甄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礼赞伟大新时代的雕塑艺术
作品及从历次雕塑主题展中精选的优
秀雕塑作品典藏。

从 1月 22日至 1月 27日每天下

午，还会举办写春联、剪窗花、扎染等
传统民俗活动，市民游客可在专业老师
的指导下，亲手书写寓意吉祥的春联、
剪出精美的窗花、制作独一无二的扎
染作品，沉浸式感受浓浓年味儿。

除夕之后，从 1 月 31 日至 2 月
12 日，面塑、泥塑制作等互动活动接
力登场，让人们在学习传统手工艺技
巧的同时，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记者了解到，2025年呼和浩特新
春文化庙会将于2月 3日至2月 12日
分别在塞上老街区块、呼和浩特雕塑
艺术馆和莫尼山非遗小镇等地举办。

除了传统的非遗社火展演和文艺
演出外，在塞上老街主舞台进行的正
月初六“空中飞龙”展示和正月十五西
城门楼《青城上元开街秀》、正月初八
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沉浸式国潮巡
游，将是蛇年春节、元宵节文化庙会活
动的又一亮点。

30项群众性文化活动好戏连台

呼和浩特这个蛇年新春真热闹

新春走基层

1月 28日清晨6点半，
一声哨响后，锡林郭勒盟
苏尼特右旗消防救援大队
宿舍灯整齐亮起，“火焰
蓝”的新一天开启了。

“标准”大约就是从每
一个细节做起，叠好被子就
是其中之一。一压一抵、被
面平整，一划一折、雏形初
现，一捏一捅、棱角分明。
队员们说：“出门看队列，进
门看内务，小小的被子体现
的是大大的战斗力。”

在出过早操吃过早饭
后，队员们开始为迎新年
做准备。新年新气象，挂
灯笼、贴春联，队员们忙得
不亦乐乎，到处洋溢着欢
乐喜庆的过年气氛，让全
体坚守岗位的消防员们感
受到了家的温暖。

春节对中国人的重要
性无需多言，回家这两个字对在外奔波一年
的游子而言，更是有着特殊的含义。但对肩
负特殊使命的消防员来讲，他们对春节不能
回家过年早已习以为常。队员乌里吉已经5
年没有回家过年了。他告诉记者：“一家不圆
万家圆，今年是我在岗位上迎接的第5个春
节，万家平安没有火灾就是我的新年愿望。”

上午10点，队员们到赛汉塔拉镇几家
大型商超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再三叮嘱负责
人要紧绷安全弦，发现隐患要立即整改。

每年的春节，队员们一起包饺子已经
成为了一种默契和习惯。你揉面、他擀
皮、我包馅，一边包着饺子，一边分享着生
活趣事、工作收获，一双双灵巧的手把浓
浓的年味儿揉进了圆鼓鼓的饺子里，欢声
笑语不断。入队多年的赵铁柱说：“每逢
佳节倍思亲。但是穿上这身‘火焰蓝’，就
意味着责任。好在儿子很理解我，在学校
里和同学说我爸爸是消防员，是大英雄！”

中午12点，饭前一支歌，唱出了队员们
奋发向前、百折不挠的精气神。不多时，一盘
盘饺子整齐地排在桌面上，虽然形态不一、包
法不同，但都承载着最真诚的祝福。在消防
救援大队餐桌上一个个形态各异的饺子，不
仅是美食，更是温暖与团结的象征。

“中午的饺子就是我们在岗队员的团圆
饭了。因为除夕夜，不少商家会点旺火，几
乎所有居民都会放炮，我们从下午就进入执
勤战备状态，会巡逻到大年初一凌晨。”苏尼
特右旗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刘秀峰说。

除
夕
中
午
的
团
圆
饭

□
本
报
记
者

巴
依
斯
古
楞

通
讯
员

刘
亚
辉

□本报记者 高敏娜

1月 26日，当晨光洒落大地，来
自中国传媒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及
兴安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们满怀敬
意与期待，来到兴安盟阿尔山口岸
国门前，深切感悟卫国戍边的艰辛
与荣耀。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祝伟
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请祖
国放心！”寒风中的五星红旗高高飘
扬在哨所旁，激起了每个人内心深
处的爱国情怀。在国旗下，学生们
用最饱满的声音，坚定地对党许下
青春的誓言。宣誓最后，青年学子
们连呼三遍“强国有我，青春无畏！”
誓言铿锵，久久回荡。

在不冻河的潺潺流水与蓝房子
的静谧氛围中探索自然之美；在归流
河生态公园与阿尔山雪村感受民俗
文化的独特韵味；在阿尔山口岸深切
体验边防战士的坚韧与奉献……
1 月23日至27日，由兴安盟行署主
办、兴安盟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承办的“迎风踏雪走边关，我
为祖国来站岗”大学生主题文旅推介
活动精彩开展，青年学子们在科右前
旗与阿尔山市共赴了一场关于兴安
盟冬季旅游的奇妙探索之旅。

这不仅是一次跨越壮丽山河的文
旅探寻，更是一场触动灵魂深处的爱
国主义教育。5天时间内，师生们走访
了11个研学点，全方位、多角度、立
体式地领略了岭上兴安的壮丽风
光，深切感受到边关的庄严与神圣，
共同在祖国北疆书写了青春力量的
动人篇章。

体验一次口岸边境的爱国之
旅，无疑是这次活动的关键词。

在巍峨雄伟的阿尔山口岸国门
前，参与活动的青年学子们身着统一
服装，整齐列队，拼出“中国”字样，共
同唱响《万疆》与《我和我的祖国》。
无人机在空中盘旋，定格了这一充
满青春活力与爱国情怀的瞬间。

这场“沉浸式”的研学体验，让
中国传媒大学学生马琦羽对爱国有
了更鲜活的认识。“这三天在兴安盟
的旅程，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珍贵

且难忘的经历。不仅领略到了祖国
北疆的大美风光，还结交了很多朋
友。虽然我们来自不同地域、不同
民族，但当大家共同唱响一首歌时，

‘爱我中华’的信念油然而生！”
“是界碑！”当第一次见到界碑

时，北京林业大学学生钟焓月的激
动之情难以言表。她和同学们小心
翼翼地擦拭着界碑，将边关的壮丽
景色深深铭记在心中。“只有真正来
过边关，才能深切体会到什么是家
国情怀。”钟焓月感慨地说。

在这次行走的课堂中，师生们不
仅收获了知识，更感受到了心灵的洗
礼与意志的磨砺。在相思树旁，他
们聆听了“相思树”的动人故事，感
受到了军属对爱的执着坚守与无私
奉献。

参观过程中，学生们还开展了
“青春戍边”主题团日活动。大家围
绕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
获所得，畅所欲言，分享感悟，将爱
国情怀和民族团结意识转化为自我
成长的动力和源泉，共同书写着新
时代的青春篇章。

在 祖 国 北 疆 续 写 青 春 芳 华

□本报记者 蔡冬梅 通讯员 崔妍

在热气腾腾的各种年味中，2025
年春节如约而至。团圆欢聚、杯觥交
错之余，对于很多老包头人来说，相
约一起到刚刚开街的走西口历史文
化街区走一走，也是今年春节期间必
须安排上的过年“菜单”之一。老街，
对于很多当地人来说，逛的不仅是热
闹，更是一份情怀。

“小时候我就住在东河北梁这
边，今天约了以前都生活在一起的好
友聚一聚，来这里找找过去的生活，
尝尝过去的味道。”从外地赶回来过
年的冯先生，除夕这一天，就急不可
耐地张罗起中午这顿饭局，约来儿时
玩伴在小院一聚，品着美食，追忆过
去的时光。

一条老街，一份乡愁。老包头走西
口历史文化街区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历史文化
街区，是包头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和重
要的文化遗产。这里被称为西口文化

发源地、老字号诞生地、红色文化集聚
地，见证着包头的历史变迁，承载着包头
人对过往的怀念。开街后的老街区不
仅为包头市新添了一处休闲游憩的打
卡地，也多了一个体验老包头走西口历
史文化的好去处，想看包头以前的样子，
来这里再合适不过。

“这个地方真不错啊！”游客刘女
士感慨道，“以前偶尔会来这里怀旧
一下，看看这些老房子，现在老包头
走西口历史文化街区开街，逛了几个
院子，看到那些老房子修缮好了，还
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把老包头的
历史和文化传统通过多种方式呈现
出来，非常有意义。”

说起几天前老包头走西口历史
文化街区开街的情景，游客魏先生意
犹未尽，“太惊艳了！真是不虚此
行。”那天，开街活动格外精彩: 有骆
驼商队浩浩荡荡重现老包头走西口
时期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有城楼上
来包晋商“乔老爷”与生活在当下盛
世的小女孩展开的时空对话，带领大
家体验跨越时空界限的奇妙交流之

旅，有极具西口特色的晋剧、二人台
表演，还有互动感十足的沉浸式实景
剧表演《情满三官庙》，让游客身临其
境解锁不一样的西口风情……锣鼓
喧天，热烈气氛之中，随着一声“开街
喽！揭盖头！”城楼上红布揭下，老包
头走西口历史文化街区在市民游客
的见证下正式开街。

据当地文旅部门统计，1月 19日
老包头走西口历史文化街区开街当
日，接待游客7万余人次，实现销售收
入超过25万元。

逛老包头走西口历史文化街区，
当然少不了地道的老包头美食。北
梁爆肚、六大碗、烧麦、茶汤……令人
垂涎欲滴的美食汇集于此，让街区烟
火气十足，形成一道独特风景。

“这几天的生意太火爆了，都忙
不过来了。”1号院马桂珍掌柜家的爆
肚受到大家的追捧，“我们的北梁爆
肚有34年的历史，把铺子开在老包头
走西口历史文化街区，也让我回忆起
了过去的时光。”马桂珍说。

在老字号茶汤摊位前，市民游客

排起了长队，他们当中有慕名来尝鲜
的年轻人，也有寻觅老味道的老包头
人，“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今天
来这里逛，看到了我们以前常吃的茶
汤，给我和老伴都买了一份，回忆一
下以前的味道。”游客张大爷说。

古院落中，街巷里人来人往、摩
肩接踵。游客王先生带着孩子边逛
边聊，“我一定要带孩子来看看，希望
通过这些老建筑和有趣的民俗活动，
让年轻一代多了解历史，传承好咱们
包头的西口文化。”

老街巷、老院子、老情怀，共同构成
了老包头走西口历史文化街区的独特
魅力。市民游客游走于街巷中，漫步于
老包头传统民居院落中，身临其境体验
西口往事和老包头的风土人情，沉浸式
感受先辈们走西口的艰辛与奋斗，领略
多元文化在包头交融碰撞的魅力。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彩灯闪烁
中，这条昔日繁华的老街区再次焕发勃
勃生机，将继续见证包头的发展与繁荣，
成为这座城市永恒的记忆与骄傲，吸引
更多的人前来探寻它的魅力。

逛 一 逛 包 头 的 走 西 口 老 街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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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以贯通南北的景观河道为

轴线，主要包括五彩小菊花海、数智植
物工厂、研学基地、种植体验区、博士
服务站 5个板块，并以 15栋日光温室
为基础，建设了全市首家7000平方米
4.0版本数智草莓植物工厂，着力打造
以“数智化草莓生产+智慧农业科技展
示+现代农业文旅研学”一体化的高品
质特色农业生产示范基地，构建“科技
龙头引领，产业园区聚集，周边乡村联
动”的共富新场景。

记者随后来到了与数智植物工厂
相邻的日光温室大棚，沁人心脾的果
蔬香便扑鼻而来。果蔬专区内，红艳
艳的草莓缀满叶蔓，红彤彤、圆溜溜的
西红柿长势喜人。有人正在草莓种植
区一边采摘草莓，一边拍照打卡。

呼和浩特市民岳鑫兴奋地表示：
“马上春节了，我打算给家人朋友带几
盒回去尝尝。”

“现代农业产业园目前种植的果蔬

除了草莓，还有西红柿、蓝莓、樱桃等。
后期，还会增加药用植物、食用花卉
等。我们利用现有育苗工厂作为植物
工厂的育苗产能补充，保证蔬菜种植产
能的同时加大果菜、药用植物、花卉等
种苗的研发与推广力度，延长产业链
条。”段俊凯介绍道，在科技的加持下，
植物工厂里生长的果蔬不仅产量高，而
且实现了质量可控、源头可溯。

蔬果在成长过程中无需使用农
药，实现了无污染。产业园还辐射带
动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真正
实现了产业兴旺、农民增收。

从“体力活”到“技术活”，从收成
“看天气”到增收“靠技术”，“数智”助
力 回 民 区 智 慧 赋 能 农 业 高 质 量 发
展。下一步，回民区宇生乐谷丰现代
农业产业园将申报国家 3A级旅游景
区，实施数智植物工厂二期工程建
设，持续扩大生产规模，让“数智产
业+农文旅”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的新引擎。

“数智”草莓迎佳节

■上接第1版 是北疆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生动体现出这片热土上，人们
的精神追求、精神品格、精神力量。

截至目前，内蒙古拥有人类非遗
代表作名录 4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 98项 106处，先后认定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82人（健在66人）、自
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087人(健
在 930人)，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545个908处。

怎样让北疆非遗在新时代绽放光
彩？“保护优先、整体性保护、见人见物
见生活”是内蒙古的理念。

本着这一理念，近年来内蒙古对
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形态及其孕育发
展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实施整体性保
护，创建了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
区。同时，创建非遗就业工坊，非遗旅
游体验基地、非遗传承教育实践基地、
非遗特色村镇街区，让非遗变成乡村
振兴的有力补充。截至目前，内蒙古
各类非遗保护传承阵地达到155个。

非遗天然具有融合属性，内蒙古
也在积极探索“非遗+”路径，将其与
旅游、节会、美食融合，推动非遗深度
融入春节、那达慕大会等重要节点，策

划举办了一批非遗年货节、购物节、美
食节等活动，促进了非遗资源向商品
转化，提升了非遗的综合效益。

多年来非遗保护发展的内蒙古实
践，让北疆非遗以更生动、更鲜活的方
式走进人们的视野。

2024年至今，随着北疆文化的广
泛传播，北疆非遗也在被越来越多的
人熟悉。

1月 21日晚，“中国杂技大联欢”
在有着“杂技之乡”美誉的河南周口举
办，内蒙古非遗杂技《高车飞碗》技惊
四座。

内蒙古艺术剧院的马头琴专场音
乐会《万马奔腾》相继走进十几个城
市，让马头琴的乐声响彻大江南北。

传唱在黄河岸边的漫瀚调，亮相
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穿透力十足的
声音久久回荡塞纳河畔。

“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走进
蒙古国乌兰巴托，内蒙古传统蒙医药
为无数患者带去福音……

百节年为首，四季春为先。在这
春天即将回归大地之时，你且细听,
祖国北疆大地上那些古老的技艺、韵
律, 正激荡着时代的脉搏。

品非遗之韵，流光溢彩贺新春

1月 27日，内蒙古甘其毛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在口岸货运通道祝福全国人民新春快乐。蛇年春节期间，该
站民警坚守执勤岗位，护航国门边境安全稳定。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