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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文化包含红色文化、草原文
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等
内容，承载着各民族交流交融、守望
相助等内涵。丰镇月饼文化的历史
与传承发展可以很好地阐释北疆文
化的发展过程，有益于解读北疆文化
内涵与特点。丰镇月饼文化作为北
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族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也成为传承和弘扬北疆文化的重要
载体。

丰镇月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乾隆
年间，到清朝末年，丰镇月饼加工技
术、图案设计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改
进。随着岁月更迭，打饼子的炉具也
一步步转成大型土烤炉，形成了和面、
下剂、搓圆、撒芝麻、装盘、入炉、烘烤、
冷却和包装的多道制饼环节。

如今，丰镇月饼开始走向更广阔
的市场，生产加工技术与现代技艺相
结合。以“丰镇月饼”命名的店铺在月
饼文化和消费者之间担任着“桥梁”作
用，人们可以通过店铺及线上销售来
进一步了解月饼文化。以每年六七月
份的隆盛庄庙会和月饼文化节为例，
不同品牌的月饼厂家在展区摆放不同
口味的月饼供顾客品尝，既展示了月
饼制作的传统工艺，又把月饼文化呈
现给更多的游客。

月饼文化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月饼作为丰镇传统食品，也是人
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

而，随着社会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的多
样化，月饼厂家在适应市场变化和满
足消费者需求上始终在创新。

丰 镇 市 有 大 小 月 饼 企 业 200 多
家，为了保持市场竞争力，许多店铺
改变原来的经营方式，在经营上寻找
创新点。例如连锁化经营，以海鹏月
饼为例，连锁店铺在内蒙古有 23 家，
甚至在大同、上海等地都有连锁门
店，经营模式上也从传统经营方式转
向连锁化经营。海鹏月饼连锁店创新
策略分为产品创新、品牌建设、市场
拓展以及消费者洞察等。月饼厂家的
经营模式必须适应市场环境，同时提
升产品品质。

丰镇月饼销售种类主要分为月
饼、面包、糕点等烘焙类食品。产品
种类从传统的单一月饼发展到现在的
藜麦、酸奶、包馅等 100 多个种类，满
足了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新型月
饼以迷你月饼、点心类为主。为了满
足顾客多样化的需求，店铺在销售的
种类上一直在创新。以隆月记为例，
现在仍使用传统工艺制作“土炉月
饼”，保留了月饼的原始风味和家乡
味道。

在月饼销售环节，许多店铺从原
来的单一实体销售发展成了网络销售
与实体销售相结合。如今，网络销售
已经深入人们日常生活，改变了传统
的商业模式，打破了地域限制，网络销
售也使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接触到了
丰镇的月饼，也了解到了月饼所承载
的文化信息，也让丰镇月饼被更多人

熟知。以康美乡月饼为例，2021 年该
店铺开启了网络销售，2022 年成立了
康美乡月饼电商中心，聘请了专业的
直播团队在网上售卖产品；提供的服
务范围也扩大到了全国，增加产品销
售额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其他行业
的发展。

综上所述，月饼厂家在经营模式、
售卖种类、运营方面的创新，不仅满足
了市场需求，还提升了品牌知名度，带
来更多利润，也把丰镇的月饼以及月
饼文化传播到了更多地区。

月饼文化成为传播北疆文化的
重要载体

月饼文化作为一种饮食文化，具
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月饼的生产、流
通、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中，各民族
在文化上相互交流交融，月饼成为文
化传播的重要平台。丰镇月饼制作的
诸多细节体现着北疆文化的特点。通
过月饼这个载体，人们可以了解月饼
的历史、制作工艺等文化特征。

月饼文化体现着北疆文化的延续
性。清末山西、河北移民加入，各民族
在丰川大地上相互交流月饼制作技
术、生活习惯等，共同创造了属于中华
文明的饮食文化。如今，月饼文化的
历史延续性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工艺的
传承与创新，对文化价值的承载和对
未来发展的探索。

月饼文化体现着北疆文化的包容
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消费需

求日益多样化，厂家尊重并且适应不
同顾客的需求和偏好，提供多样化的
产品和服务。为了满足不同顾客的需
求，丰镇月饼在产品上做到了创新。
以木糖醇月饼为例，为了照顾糖高者
的饮食习惯，月饼店都有木糖醇、粗粮
等口味的月饼，满足了消费者的饮食
习惯和口味创新。在月饼产业行业，
各族人民参与到生产原材料、制作月
饼、运输、销售各个环节，这些工作人
员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有各自的
生活习惯和习俗，却共同为月饼发展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丰镇月饼的创新与发展还体现在
月饼的种类、销售、制作三个方面。种
类上，大部分月饼店做到了创新，从原
来的只销售传统月饼转向了涵盖传统
月饼与甜点、面包等种类，使丰镇月饼
传播得更远。在月饼制作方面，从原
来的传统手工制作转向机械化制作，
既降低了生产成本也满足了市场对月
饼季节性增长的需求，充分体现了北
疆文化与时俱进的创新特征。月饼网
络销售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接触到月饼，也逐渐接受了月饼所承
载的文化信息。

丰镇地区以其独特的历史环境、
历史发展和民族构成孕育出了丰富多
彩的月饼文化，对北疆文化也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月饼文化使得北疆文化
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相信在各族人
民共同努力下，丰镇月饼文化定会被
更多人熟知。

（作者单位：丰镇市委党校）

北疆文化品牌视野下的饮食文化传承发展
——以乌兰察布市丰镇月饼为例

庞亚美

在祖国北疆的内蒙古自治区乌兰
察布市察右后旗，沉睡的乌兰哈达火山
群正以另一种方式“苏醒”——它不再
喷发岩浆，却以独特的生态资源赋能区
域经济，成为边疆地区乡村振兴的“新
质生产力”典范。这片火山地貌不仅拥
有壮丽的自然景观，更催生了奶酪、马
铃薯、石墨烯新材料和旅游四大特色产
业，形成了一条“火山资源—产业创新
—文旅融合”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这一
实践，为边疆地区就如何将生态优势转
化为经济动能提供了鲜活样本。

火山资源：从自然奇观到经济动能

乌兰哈达火山群是中国最年轻的
休眠火山之一，拥有火山锥、熔岩台地、
火山口湖等多样地貌，其独特的地质构
造既是科学研究的宝库，也是文旅融合
的天然画布。火山土壤富含钾、磷等矿
物质，为农作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
条件；火山脚下涌出的锶型矿泉水，因
其富含人体所需多种微量元素被誉为
高端的“黄金水源”。

近年来，察右后旗以火山资源为核
心，构建“地质+生态+文化”的立体开
发模式。火山地质公园年均吸引游客
超百万人次，带动周边民宿、餐饮、非遗
手工艺等产业收入增长 35%。而火山
土壤滋养的“后旗红”马铃薯，凭借 5A
级绿色认证和年产值超 10 亿元的规
模，成为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被
誉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四大产业：传统与创新共振

乌兰哈达火山的赋能效应，体现在
对四大产业的深度重构中：

奶酪产业：实现从皇室贡品到国
际品牌的演变。曾是元代皇室贡品的
察哈尔奶酪，因火山草原的优质牧草
和锶型矿泉水焕发新生。通过标准化
养殖和现代化加工，当地将传统工艺
与现代技术结合，年产奶酪超万吨，远

销欧洲及东南亚。火山奶酪节、奶制
品 DIY 体验等文旅项目，更让这一产
业从“舌尖”走向“文化”。

马铃薯产业：实现三代人的“红
色传承”。从“土豆爷爷”培育的“里
外黄”，到“土豆公主”郭晨慧通过电
商直播打造的“后旗红”，三代共产党
员以科技与品牌为支点，将小土豆做
成大产业。火山土壤的富钾特性使
马铃薯淀粉含量提升 20%，带动 2 万
余农户增收，形成“种植—加工—文
旅”全产业链。

石墨烯新材料：资源禀赋赋能高新
产业。火山带发现的4000万吨石墨资
源，为新能源产业提供了原料基础。当
地引入高新技术企业，研发锂电池负极
材料，推动石墨烯在电动汽车、航空航
天等领域的应用。这一产业不仅填补
了边疆地区高新技术空白，更实现了

“资源—技术—市场”的闭环。
旅游业：从观光打卡到沉浸式体

验。火山地质公园、星空露营基地、
火山温泉等项目，将自然景观与休闲
业态结合，年旅游综合收入突破 8 亿
元。更具创新性的是，火山民宿集群
的崛起——牧民将传统蒙古包改造
为特色民宿，游客可参与挤奶、骑马、
非遗刺绣等活动，实现“住进风景里，
融入文化中”。

科技赋能：立体生态农场的“智慧
革命”。如今，在乌兰哈达火山脚下，一
场农业生产的“智慧革命”正在上演。
依托锶型矿泉水和现代科技，立体生态
农场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试验田。

无人机与卫星：开启农田的“天眼”
系统。无人机每日巡航，实时监测土壤
湿度、作物长势和病虫害，数据同步至
云端分析平台；卫星遥感技术则提供大
范围气象预警，帮助农民规避干旱、冻
害等风险。科技手段使化肥农药使用
量减少20%，马铃薯产量提升15%。

循环农业：进入资源利用“零浪费”
模式。锶型矿泉水用于灌溉后，废水经
处理流入鱼菜共生系统，养鱼产生的排

泄物又成为蔬菜肥料。这种“火山生态
—绿色农业—低碳旅游”的循环模式，
将资源利用率提升至90%。

文旅融合：火山与民族文化的共生

察右后旗深谙“文化是旅游的灵
魂”，将火山景观与察哈尔民族文化深
度融合。

节庆活动：让“流量”变“留量”。
每年举办的“火山奶酪节”“马铃薯丰
收节”，不仅展示特色农产品，更融入
赛马、摔跤、盅碗舞等民俗活动。游客
可参与奶酪制作、土豆采摘，从旁观者
变为体验者。

实景演艺：讲好火山故事。《忠勇
察哈尔》《火山之恋》等实景演出，以火
山为背景，演绎草原英雄史诗和人与
自然共生的故事。这类文化IP不仅提
升旅游吸引力，更让民族文化得以在
创新中传承。

非遗活化：从传统技艺到富民产
业。察哈尔毛植（刺绣）、阿斯尔音乐等
非遗项目，通过文创产品开发、工作坊
体验等形式，转化为文旅消费场景。一
件刺绣胸针、一场非遗音乐会，成为游
客能带走的文化记忆。

挑战与破局：边疆振兴的“火山
模式”启示

乌兰哈达火山的实践成效显著，但
仍面临三大挑战：生态保护与开发的平
衡、产业链协同不足、专业人才短缺。
对此，需从三方面破局：

筑牢生态底线，推动智慧旅游。需
科学划定火山生态保护区，核心区严禁
开发，缓冲区严格限制人为活动，实验
区则可进行有限度的科研和生态旅
游。同时，大力推广智慧旅游，升级电
子导览系统，融入 AR 实景互动，让游
客在游览中深入了解火山生态；建设
VR体验馆，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火山
喷发的震撼；铺设智能步道，实时监测

环境数据并发布预警。引入碳积分机
制，鼓励游客选择低碳出行方式，企业
采用节能减排技术，并通过碳汇交易反
哺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

打通全产业链，培育区域品牌。需
构建火山特色产业链，从火山农产品标
准化种植入手，扶持当地农户发展特色
农产品，并建设深加工产业园，延长产
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同时，鼓励
文创企业开发具有火山特色的旅游纪
念品，提升旅游消费体验。在此基础
上，打造“乌兰哈达”区域公共品牌，聘
请专业团队设计统一的品牌形象，建立
严格的质量认证体系，并通过线上线下
渠道全方位推广。加强校企合作，研发
火山矿物质化妆品、功能性食品等高附
加值产品，并申请相关专利，保护知识
产权。

科技与人才双轮驱动。需建设
“乌兰哈达火山科创中心”，搭建科研
平台，制定优惠的人才引进政策，吸
引物联网、大数据等领域的专业人
才，并设立创业孵化基金，支持科技
创新项目。同时，推动农业智能化升
级，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精准灌溉和
病虫害防治，利用大数据分析平台为
农户提供科学的种植指导，并推广无
人机植保技术。大力培育本土人才
队伍，开设电商、旅游管理等培训班，
培养一批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人”
和“文旅管家”，为游客提供个性化的
旅游服务，提升旅游体验。

“上山烤土豆，下山吃羊肉”。乌兰
哈达火山“引爆”文旅业的实践证明，边
疆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因地制宜+科技
赋能+文化深耕”，走出一条高质量振
兴之路，它不仅保护了珍贵的火山生
态，更激活了当地的经济活力，实现了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
统一，也将进一步增强我们对边疆地区
发展的信心，激励更多地方探索符合自
身特点的振兴之路，共同谱写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壮丽篇章。

（作者单位：察右后旗委党校）

乌兰哈达火山——

从地质遗产到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李艳霞

近年来，乌兰察布
市依托得天独厚的冰
雪资源和地域优势，在
祖国北疆生动践行“冰
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发展理念，努力将冰雪

“冷资源”打造成文旅
“热产业”，提升冰雪旅
游市场活力，促进冰雪
产业高质量发展。

去年自治区提出
打造“冰雪世界童话之
旅”等精品线路，乌兰
察布市以“来自内蒙
古的冰雪之邀·向西
一步去滑雪”为主题，
推出 7 条冰雪旅游精
品线路，涵盖火山研
学、滑雪温泉、民俗体
验等内容。

集宁区作为乌兰
察布市的中心城区，
以 其 独 特 的 冰 雪 景
观、丰富多样的冰雪
活 动 以 及 深 厚 的 民
俗文化底蕴，一体推
进冰雪运动、冰雪文
化 、冰 雪 装 备 、冰 雪
旅游等全业态发展，
广泛开展群众性、表
演性、竞技性冰雪运
动 。 吸 引 着 来 自 五
湖 四 海 的 游 客 ，开
启 一 场 梦 幻 的 冰 雪
之旅。

冰雪活动的欢乐盛宴

集宁区为游客准
备了丰富多彩的冰雪
活动，满足不同年龄
段和不同兴趣爱好者
的需求。在乌兰察布
日光火山大河湾滑雪
度假区，数台大功率
人工造雪机依次分布
在雪场山坡雪道上，
伴随着机器轰鸣声，晶莹剔透的雪花不断喷涌而出，整
个雪场白雾弥漫，在雾气的笼罩下宛如冰雪童话世
界。滑雪道上，滑雪爱好者们脚踩滑雪板，风驰电掣般
地从高处滑下，享受着速度与激情带来的快感。对于
喜欢休闲娱乐的游客来说，雪地摩托、雪地香蕉船等项
目则是绝佳的选择。冰雕展区也是集宁冰雪旅游的一
大亮点。夜晚，当灯光亮起，冰雕在灯光的映照下，散
发出五彩斑斓的光芒，仿佛将人们带入了一个神奇的
水晶世界。游客们纷纷在冰雕前拍照留念，想要将这
美好的瞬间永远定格。

民俗文化与冰雪旅游的交融

集宁区的冰雪旅游，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刺激的
冰雪活动，还融入了丰富的民俗文化元素，让游客在游玩
的同时，感受到浓厚的地域文化氛围。

二人台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在冰雪旅游节期间，二
人台表演为游客们带来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感受独特的
民俗风情。杀年猪也是当地的传统习俗之一，一家人围坐
在一起，品尝着新鲜的猪肉炖粉条，感受着浓浓的亲情和
年味，了解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

此外，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如赛马、摔跤、射箭等，
也在冰天雪地中举行，更增添了几分豪迈与激情。游客
们近距离感受蒙古族人民的勇敢与力量。同时，还可以
品尝蒙古族的传统美食，如手把肉、奶茶等，体验蒙古族
的生活习俗。

冰雪旅游带来的发展机遇

冰雪旅游的蓬勃发展，为集宁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一方面，冰雪旅游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
观光旅游，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
展。许多酒店、民宿在冬季迎来了入住高峰，餐馆里也座
无虚席，旅游纪念品商店的生意也十分红火。据统计，近
年来集宁区冰雪旅游的游客接待量逐年递增，旅游收入也
屡创新高。

另一方面，冰雪旅游的发展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
的就业机会。许多人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从事导游、
滑雪教练、冰雪项目工作人员等职业，不仅增加了收入，还
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稳定。同时，冰雪旅游的发展也推动了
集宁区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城市形象的提升，让这座城市变
得更加宜居、宜业、宜游。

冰雪旅游未来展望

未来，冰雪旅游市场前景十分广阔。集宁区将继续发
挥自身的资源优势，不断创新和完善冰雪旅游产品和服
务，提升旅游体验。下一步，集宁区需进一步加大对冰雪
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更多高品质的滑雪场、冰雪乐
园等，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同时，还需进一步挖掘
民俗文化资源，将民俗文化与冰雪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具
有集宁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集宁区还将加强与周边地
区的合作，共同开发冰雪旅游线路，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形成区域旅游发展的合力。通过举办各类冰雪旅游
节、赛事等活动，提高集宁冰雪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吸
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冰雪运动的魅力。集宁区的冬季冰
雪旅游将会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成为内蒙古乃至全国
冰雪旅游的一颗璀璨明珠，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这场北
国冰雪的梦幻之旅。

（作者单位：集宁区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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