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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云 娜
通 讯 员 郭志强 齐瑞寅 李荣新

端午当日，察右后旗乌兰哈达火山
共接待游客3.8万人次。那日，乌兰哈
达火山褪去亿万年的沉寂，在艾草与奶
酒的香气中化身欢乐场；那日，当朝阳
跃上火山口，在玄武岩与草场交织的画
布上，一幅自然与人文共舞的风景画徐
徐展开。

白日狂欢：民俗与奇幻的双重变
奏——

南游客服务中心前的草场早成欢
乐漩涡。马头琴手席地而坐，琴弦震颤
着掠过《万马奔腾》的激昂旋律，身着宝
石蓝长袍的舞者扬起腰带，银饰在阳光
下碎成星芒。来自上海的游客陈女士
跟着节奏轻拍手掌：“第一次这么近看
顶碗舞，姑娘们的眼神像草原上的百灵
鸟一样亮！”

熔岩山前，一场穿越时空的巡游正
在上演。孙悟空的金箍棒挑起云霞，猪
八戒的九齿钉耙耙过草浪，师徒四人的
扮演者被孩子们团团围住，快门声与笑
声此起彼伏；而在恐龙科技园，机械霸
王龙的低吼打破宁静。当 6 岁男孩小
林伸手触碰梁龙模型的“鳞片”时，母亲
王芳捕捉到他眼中闪烁的星光：“课本

里的侏罗纪，突然变成了能摸能闻的真
实世界。”

夜幕狂欢：火山脚下的沉浸式盛
宴——

暮色浸透火山岩时，三号火山脚下
的狂欢正式启幕。电音舞台的灯光刺
破夜空，DJ指尖跃动间，《本草纲目》的
旋律与马蹄鼓点碰撞出奇妙节奏。人
群中，穿汉服的少女与戴牛仔帽的青年
并肩摇摆，内蒙古籍游客巴图笑着举起
手机直播：“让深圳的兄弟看看，咱火山
口的蹦迪有多野！”

千人烤土豆的灶火映红天边。游
客们围坐在火山石垒成的烤炉旁，看
着金黄的土豆在炭火中翻滚，空气中
弥漫着焦香与孜然的辛香。来自广州
的李阿姨剥开烫手的土豆，蘸着酸奶
酱惊呼：“比米其林餐厅的焗土豆更有
灵魂！”当《我和我的祖国》的旋律突然
响起，三万只手同时举起手机闪光灯，
火山脚下顿时化作星河璀璨的“手机
海洋”。

最震撼的时刻降临——火山烟花
秀撕开夜幕。绿色的“火山喷发”造型
烟花在五号火山口腾起，金色流星拖着
尾焰掠过熔岩台地，紫色花火在玄武岩
柱群间绽放，仿佛亿万年前的岩浆以另
一种姿态重获新生。仰着头的孩子们

忘记眨眼，有母亲轻声说：“这是地球写
给人类的情书。”

火山夜经济：从流量到“留量”的草
原实践——

当烟花的余韵消散，火山脚下的灯
火依然璀璨。壹蒙壹牧民宿的院落里，
百人手拉手围着火堆旋转，火星溅上星
空，惊起几只夜鸟。民宿管家王佳端着
新推出的“火山土豆泥咖啡”穿梭其间：

“咖啡豆是现磨的，土豆泥里加了草原
黄油，您尝尝这‘岩浆与咖啡的碰撞’。”
吧台旁，驻唱歌手用蒙古语翻唱《成
都》，年轻游客举着印有火山LOGO的
酒杯轻轻和唱。

“夜经济不是简单的灯火通明，而
是让游客‘白天看火山，夜晚读草原’。”
景区负责人介绍，端午假期推出的“火
山十二时辰”系列活动，将地质科普、民
俗体验、潮玩文化熔于一炉：清晨观火
山日出，午后学做奶豆腐，傍晚听陨石
讲座，深夜赏星空摄影。数据显示，假
期三日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去年的4小
时延长至12小时，民宿入住率达98%。

数字里的狂欢：当自然遗产遇见人
间烟火——

端午当日的一组数据，勾勒出这场
狂欢的热力图景：

3.81 万人次。相当于将一个小镇

的人口“搬”到火山脚下，其中自驾车辆
占比82%，北京、呼和浩特、大同成为前
三客源地；

2810 万元。旅游收入中，餐饮占
35%（烤土豆、手把肉最受欢迎），文创
占22%（火山石项链、“熔岩”冰淇淋成
爆款），住宿收入同比增长210%；

108条短视频热搜。火山烤土豆、
蒙古舞电音混搭等短视频累计播放量
超5亿次。有网友戏称：“乌兰哈达火
山，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当火山成为舞台：草原文旅的破圈
密码——

星空下，老牧民巴特尔坐在三号火
山的观景台上，看着山下攒动的人群若
有所思。他记得年轻时，这些火山还只
是牧人避雨的地方，如今却成了“会唱
歌的山”。

“以前觉得火山是沉默的，现在才
明白，当人们带着故事来，石头也会开
口说话。”巴特尔说道。

这或许就是乌兰哈达火山的魅力：
它既是亿万年地质运动的纪念碑，也是
当代人寻找诗与远方的驿站。当最后一
批游客带着烤土豆的香气与烟花的残影
离去，黎明的露水正悄然爬上草尖——
这座沉睡的火山，已做好准备，在下一
个朝阳升起时，迎接新的故事。

乌兰哈达火山奏响端午狂欢曲
当日接待游客3.8万人次

□本报记者 王锦鹏 通讯员 梁嘉炫

近年来，察右中旗宏盘乡二道沟村
深学细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推进人
居环境整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全村人居环境整体水平明显改善，群众
幸福生活指数持续提升。

在人居环境整治中，二道沟村党员
干部带头冲锋，村民志愿者积极参与，
大家分组前往房前屋后、田间地头、河
道沟渠等区域，从“细”处入手、往“实”

处用力，以清死角、扫盲区、治顽疾为重
点，确保清理彻底、整治到位，不仅提高
了村里的“颜值”，也提升了“气质”。

4 米宽的道路沿着村民家门口铺
开，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垃圾桶，家
家户户环境卫生干净整洁。“以前村里
的垃圾乱扔、乱堆，村里乱糟糟的，现在
大家一起动手，村里环境变得干净整
洁，挺好、挺舒心。”村民薛平贵说，他没
事儿就去村旁的小广场上溜达、健身。

“常态化开展城乡环境整治行动，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村民人居环
境更美、乡村产业更兴旺、基层治理更
加有效是我们村长期奋进的目标。”二
道沟村党支部书记史利平表示。

察右中旗二道沟村：人居焕新颜 乡村绘新篇

□常耀宗

“乌兰察布之夜”在端午佳节焕新开街，再次成为人们关
注的焦点。据报道，仅端午三天小长假，就累计接待游客
310985人次。“乌兰察布之夜”再次火爆出圈，其原因何在？

首先，与其选择在端午节开街有很大关系。端午节作为
中国的传统节日，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它不仅是纪
念屈原、弘扬爱国精神的重要时刻，也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
化，如吃粽子、挂艾草等。“乌兰察布之夜”在端午节开街，巧妙
地将传统文化与自身的文旅特色相结合，为游客呈现出一场
别具一格的文化盛宴。从身着传统服饰的舞者带来的《执羽
有礼》开场舞，到“屈原”饰演者吟诵《九歌・东皇太一》，与主
持人对话还原端午习俗起源，每一个环节都让游客沉浸式感
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仿佛一下穿越到了千年前的时光里。

其次，文旅项目建设永不止步。“乌兰察布之夜”街区以北
疆文化为主线，融合古风古韵、现代文化、智能夜游等多种元
素，主街区商铺140余间、主题演绎舞台13处，娱乐打卡装置
18处。街区自2023年正式投入运营以来，目前已累计接待游
客1159.3万人次，累计营业额达5133.33万元。今年，为进一
步提升服务品质，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游玩场景与互动体验，

“乌兰察布之夜”推出多项全新升级项目：在演艺方面，引入新
疆舞、小丑魔术表演、马头琴演奏、阿拉伯舞蹈、变脸喷火、蒙
迪、现代舞等多元演艺形式，不同风格的表演在13处主题演
绎舞台上轮番上演，满足了不同游客的审美需求；在娱乐体验
上，全新规划了低空热气球区域，配套小型马术体验区、沙滩
卡丁车、蒙古演艺酒吧以及露营区域，让游客在欣赏表演、品
尝美食之余，还能尽情享受休闲娱乐的乐趣，将乌兰察布夜游
延伸至“过夜游”。

再次，选择端午开街，也是一次借势营销的巧妙之举。端
午节作为法定节假日，人们拥有了更多闲暇的时光，出游的意
愿愈发高涨。此时开街，能够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迅速提
升街区的人气和知名度。数据显示，开街当天客流量突破20
万人次，“乌兰察布之夜”成为热门旅游打卡地。从外地游客
的反馈来看，大家对此次开街活动好评如潮，认为不仅欣赏到
了精彩的节目、品尝到了美食，还感受到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乌兰察布之夜”端午开街，是一次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旅的完美融合，也是一次
成功的商业运营尝试。它以独特的文化魅力和丰富的游玩体验，为乌兰察布的文
旅产业注入了新活力，也为其他地区的
文旅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和可借鉴
的经验。相信，“乌兰察布之夜”将会继
续绽放光彩，成为彰显北疆文化魅力、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闪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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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国俊
通 讯 员 张蜀雁 牧喜叶

初夏，微风习习，绿草茵茵，正值牧
民剪羊毛、羊绒的忙碌时节。5 月 29
日，得知四子王旗白音朝克图镇白音希
勒嘎查牧民贾长喜和赵丽桃家中人手
少、忙不过来，“铁姑娘”志愿服务队的
队员们纷纷赶到他家帮忙。

“今年雨水好，返青早，看看这羊膘
有多好。”“就是，这些年咱们的草原生
态也越来越好了。”“看来今年又是一个
好 年 限 ，咱 们 牧 民 也 会 有 个 好 收
成。”……羊棚内，“咔嚓嚓、咔嚓嚓”剪
羊毛的声音不绝于耳，大家你一言我一
语地在谈笑风生中劳动着。

“丽桃，这只剪完了，你快过来打记
号，顺便再给姨抓只羊，姨这腿脚不好
使、力气也大不如从前了。”康俊英喊
道。“好嘞，姨，您快回家歇着吧，我们做
吧。”赵丽桃应声跑过来说。“不用不用，
姨虽然年龄大了，但也是从小受（干）出
来的人，不比你们年轻人差。”康俊英笑
着说。

“想当年，我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小
姑娘，便加入了‘铁姑娘’队，我们盖羊
棚、剪羊毛、收割牧草，哪里都少不了
我们‘铁姑娘’，干起活儿来也不比他
们后生们差。”达力玛边剪羊毛边对记
者讲道。

“是啊，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间咱
们都是 70 多岁的老太太了，还好咱们
的‘铁姑娘’队后继有人，现在的年轻人

都是好样儿的。”苏木亚乐呵呵地说
道。羊棚内的“咔嚓咔嚓”声与大家的
谈笑声交织在一起，绘就出一幅团结、
友爱、和谐、奋进的新时代民族团结进
步的和美画卷。

在“铁姑娘”志愿服务队老队员的
带领下，新队员也不甘示弱，争先恐后
地加入到劳动中。有的忙着抓羊捆羊，
有的认真剪羊毛，有的帮着给剪完的羊
打记号……烈日炎炎，却没有一个叫苦
喊累的人，大家齐心协力、有条不紊地
劳动着。

“剪的时候要用手将羊毛顺着一个
方向按倒，露出羊毛根部，然后用剪刀
贴着身体慢慢剪，千万别伤着羊的身
体。”“捆住羊的三只羊蹄就可以了，它
们也很听话，不会乱动的，你放心剪就
行了。”“终于可以帮它们脱掉厚厚的

‘棉衣’了，看看剪完的羊一身轻松，在
羊棚开心地撒欢儿。”……大家边聊边
干活。

据了解，白音希勒嘎查“铁姑娘”
志愿服务队成立于 20 世纪 70 年代。
多数队员加入“铁姑娘”志愿服务队
时才十五六岁，她们活跃在草原上，
什么轻活重活都干，还经常帮助嘎
查老弱病残的牧民们解决困难，所
以被大家称为“铁姑娘”。“铁姑娘”

“铁”在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她

们在最艰苦的年代全身心地扑在家
乡的建设上，和男同志们一样冲锋
在 劳 动 一 线 ，用 实 际 行 动 诠 释 了

“铁”的内核，用双手为集体贡献力
量，真正做到了巾帼不让须眉、红颜
更胜儿郎。

如今，“铁姑娘”志愿服务队共有
队员 30 余名，其中吸纳新队员 20 余
名，队里年龄最大的队员都快 80 岁
了，虽然年纪大了，干不动了，但她们
一直保持着初心，把雷锋助人为乐的
精神、各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精神延续
至今，并以不同的方式加以传承弘
扬。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
白音希勒嘎查“铁姑娘”志愿服务队
却是流水的营盘铁铸的兵，她们的故
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习这
种品质，为实现个人的梦想和国家的
繁荣富强而不懈努力着、奋斗着、贡
献着。

“今天，因丽桃家人手少忙不过
来，我们‘铁姑娘’志愿服务队的几个
队员就来帮剪羊毛。我们‘铁姑娘’一
直都这样，谁家有困难就帮谁，大家互
帮互助、团结一心。”娜仁托娅边剪羊
毛边说。

贾长喜与赵丽桃夫妻对“铁姑娘”
志愿服务队的爱心帮助更是感激不
尽。“这几天正值剪羊毛时节，我们家正

新建一个草料加工间，家里比较忙。非
常感谢‘铁姑娘’志愿服务队的姨姨、姐
姐们过来帮忙，她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做
好事做善事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贾
长喜感动地说。

据悉，在上世纪 70 年代，“铁姑
娘”平日里的工作就是干各种牧活、
修桥补路、建水库以及宣传党和国
家的相关政策法规。近年来，随着
新队员的不断加入，“铁姑娘”志愿
服务队便常态化地开展各种形式多
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如为大病重病
患者捐款、帮助牧民干牧活、组织开
展文化娱乐活动、利用假期为学生
宣传安全知识、传授学生草原传统
技艺等，平均每年开展各类志愿服
务活动 30 余次。“铁姑娘”志愿服务
队队长赵丽还利用所学专业，25 年
如一日，坚持为嘎查牧民免费量血
压、测血糖、送药等，总计服务人员
达 10000 余人（次）。

“‘铁姑娘’这三个字既是荣誉又
是责任与担当。作为新一代的‘铁
姑娘’，我们将传承好老一辈‘铁姑
娘’品质，续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
辉煌。”“铁姑娘”志愿服务队队长赵
丽表示，“下一步，我们将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开
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继续传承弘
扬‘雷锋’精神，并利用假期组织学
生参加关于民风习俗、传统文化的
研学活动，将我们的草原传统文化
传承好。”

白音希勒嘎查“铁姑娘”志愿服务队——

剪羊毛“话”团结 草原绽放“石榴花”本 报 讯（记 者 李 璟 通 讯 员
郝登海）近日，兴和县农牧和科技局
组织农牧业装备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深入农村地区，开展“农机亮尾保平
安”活动，为农机车辆粘贴反光标识，
筑牢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活动中，工作人员深入农户家中、
田间地头以及乡村的主要路段，认真开
展农机车辆安全检查。对于无反光标
识、反光标识不清晰或标识老化的农机
车辆，工作人员做到发现一辆、粘贴一
辆，并向驾驶员详细说明反光标识的作
用：在夜间、清晨、黄昏等能见度较低的

情况下，反光标识能够有效警示后方车
辆注意避让，显著增加行车安全指数，
降低事故发生率。

同时，工作人员采用以案说法的形
式，向驾驶员详细讲解无证驾驶、酒后驾
驶、超速超载、拖拉机违法载人等交通违
法行为的危害及后果，并引导农机手要在
农忙时节克服麻痹思想，杜绝侥幸心理，
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做到安全有序出行。

本次活动共为农户粘贴反光贴
550余片，显著提高了农机车辆的夜间
辨识度，有效消除了农业机械夜间上路
的安全隐患。

兴和县开展“农机亮尾保平安”活动

□本报记者 孙国俊 通讯员 金鑫

入春以来，化德县深入贯彻落实绿色
农业发展理念，大力开展春季地膜回收百
日攻坚行动，切实解决地膜残留污染问
题。截至目前，地膜回收率已达86%。

回收行动中，明确责任分工，建立
“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农户配合”的联
动机制，组织乡镇干部、农技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通过技术指导、政策宣讲等
方式，引导农户主动参与废旧地膜回
收。同时，在重点区域设立10个地膜回
收站点，确保回收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朝阳镇作为化德县地膜回收重点
乡镇，积极探索地膜回收利用新路径。
统筹财政资金10万元，在全镇建成补龙
湾、特布、南林、民乐4个村级地膜回收
站，明确专人负责管理，确保地膜回收
工作规范化、常态化。同时，为调动农
户主动回收地膜的积极性，朝阳镇实行

“每公斤1元”的回收补贴政策，农户将
田间残留地膜清理后运送至回收站，经

称重验收即可现场领取补贴。这一政
策既让农户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
益，又强化了生态保护意识。据初步统
计，政策实施以来，各站点日均回收地
膜量较往年同期有所增长，“清理地膜
换现金”已成为农户的自觉行动。

截至目前，通过全县上下持续发
力，地膜回收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地
膜回收率已达85%以上，有效减少了白
色污染，改善了土壤环境质量。同时，
地膜污染治理行动得到群众广泛认
可，农业生产绿色化、可持续发展理念
深入人心，为乡村振兴注入生态动能。

化德县农牧和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继续与乡镇携手完善地膜回收长
效机制，加大新技术推广力度，探索“企
业+站点+农户”合作模式，引入地膜加
工企业建立定点回收渠道，推动地膜回
收利用向产业化、市场化方向延伸，实
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提升”，为筑
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美
丽家园贡献力量。

化德县

开展地膜回收行动 推动绿色农业发展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近日，集宁区泉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织医护人员走进天苑小区，开展“分类齐参与 低碳新时尚”活动。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并耐心解答大家提出的健康问题。同时，针对老年

人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医生们不仅给出专业的治疗建议，还详细讲解日常饮食、运动方面的
注意事项。

此次义诊还融入环保元素，医护人员向居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倡导低碳环保的生活理念，引导大家
从日常生活小事做起，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为保护环境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王伟 摄

◀测量血压。

▼发放宣传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