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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AN热点

本报讯（记者 张鑫）“醉美莫尼山，

非遗中国年”系列活动将于 2020 年 1月

2 日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莫尼山非遗小

镇开幕。届时，“多彩非遗，靓丽青城”“醉

美莫尼山，非遗中国年”系列活动将全面

启动，开启首府春节期间冬季年俗文化

旅游序篇。

开幕式活动特别邀请了世界级、国

家级、自治区级少数民族非遗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格萨尔”、蒙古族“长调”、蒙古

族“呼麦”、以及呼和浩特市“晋剧”、“二

人台”、“爬山调”、“太平鼓舞”、“双墙秧

歌”、“脑阁”等非遗项目进行艺术表演。

还包括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景

实物展、蒙古族工艺大师皮雕画作品展、

非遗书法艺术作品展等。全面带动起呼

和浩特市春节、元宵节期间冬季旅游热

度，为四季旅游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丰富的旅游产品保障。

据主办方介绍，活动选择在山川秀

美的万里茶道驿站“白道川”启动，一方

面抓住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

化遗产预备名单》这一深厚的文化旅游

发展契机，一方面体现了呼和浩特地区

政府部门、文旅系统对非遗事业发展和

传承人生存状况的重视，将社会的目光

通过春节这一一年中最大的传统节日，

聚焦到年俗、年味、文化上来。

与此同时，非遗中国年系列活动还

将通过腊八做腊八粥、二十三祭灶神、正

月初十吃莜面、正月十五赏花灯、二月二

登山寻宝等民俗体验活动让游人身临其

境，体现传统过年习俗。活动将持续至

2020 年 2 月 24 日(农历二月初二)结束。

以莫尼山非遗小镇、呼和浩特市体育场、

前窑子水库、蒙古风情园、大召区块为

点，以市区主要公共文化场馆、剧场为

面，将辐射带动各旗县区主要文化广场、

公园、旅游景点及其他公共文化场所等

开展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春节元宵节

特色文化活动。

莫尼山非遗小镇非遗中国年系列活

动内容：

（1）开幕式(1月 2日)

开幕式包括专场文艺演出、贺新春

书画笔会、特色非遗项目艺术展演等，地

方特色年货展销会、“万里茶道”非遗项

目展览展示、民俗体验活动等项目同时

启动。

（2）民俗体验活动(1 月 2 日至 2 月

24日)

通过腊八做腊八粥、二十三祭灶神、

正月初十吃莜面、正月十五赏花灯、二月

二登山寻宝等民俗体验活动让游人身临

其境，体现传统过年习俗。

（3）非遗艺术展演(1 月 2 日至 2 月

24日)

邀请世界级、国家级、自治区级少数

民族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如“格萨

尔”、蒙古族“长调”、蒙古族“呼麦”、新疆

非遗项目“十二木卡姆”、宁夏非遗项目

“花儿”以及我市“晋剧”、“二人台”、“爬

山调”、“太平鼓舞”、“双墙秧歌”、“脑阁”

等非遗项目进行艺术表演。

（4）非遗展览展示活动(1 月 2 日至

2月 24日)

包括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

景实物展、蒙古族工艺大师皮雕画作品

展、非遗书法艺术作品展等。

（5）非遗研学活动(1 月 2 日至 2 月

24 日)

利用学生寒假，开展研学活动，体验

和教授皮雕皮艺，蒙古族镶嵌、面塑、剪

纸、布贴画、风筝等制作技艺。

（6）地方特色年货展销会(1 月 2 日

至 1月 20日)

组织商家及个体经营户展销如

清水河小米、米醋、托县豆腐、武川土豆

等地方特色年货及传统手工制品、家庭

种养植的农副产品等。

（7）“敖包相会莫尼山”花灯情歌音

乐会(2月 8日)

发展夜游经济，打造“醉美莫尼山”。

（8）呼市非遗促进会年会暨首届“万

里茶道”非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论坛(2

月 21 日)

文旅产业“大咖”、万里茶道文化旅

游专家学者将齐聚莫尼山非遗小镇，献

智献策，为呼和浩特地区“万里茶道”文

化旅游发展，历史人文挖掘提供顶层思

路，为呼和浩特地区文化旅游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创造良好的条件。

本报讯（记者 张鑫）她们来自首府各行各业，不同的年

龄，兴趣爱好也各不相同；她们热心公益，乐于奉献，用女性

特有的温柔善良营造良好的家庭风气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她们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志，发挥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作

用展示着青城女性的时代风采……

12月 25 日，呼和浩特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一届理事会

选举仪式暨成立大会隆重召开，80余名优秀女企业家成为

协会会员，她们有了一个温暖的集体，更好的为首府的明天

贡献智慧与力量！

据介绍，呼和浩特市女企业家协会于 2019 年 9 月批

准成立，填补了首府一直以来没女企业家协会的空白，协会

以女非公经济企业人士为主体，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

组织。目前，申请加入协会的企业已达 60 多家，会员近 80

人，行业涉及乳业生产、教育培训、商贸旅游、文化传媒、网

络科技、医疗养生、建筑装修、法律服务、信息咨询、餐饮服

务等领域。

大会选举产生了协会领导成员，任方铭当选会长，万晓

红当选监事长，吴双鹰、王桂兰、孙海英、李华、李萍、高娃、

徐春丽、李淑华、朱逸娜当选常务会长，李春霞、李翠萍、王

文敏当选副会长。

在成立大会上，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胡达

古拉要求呼和浩特市女企业家协会要以提升女企业家综合

素质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竭力为会员学习交流、

创新发展、建功成才创造条件，提供服务;关心支持妇女创

业就业，积极参与扶贫助困公益事业，动员组织女企业家努

力争当爱国爱家、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推动有条件

的会员企业建立“妇女之家”，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年

轻一代女企业家，敢于追梦，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

呼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云玉美表示，呼和浩特市女企

业家协会的成立，是全呼和浩特市经济界、妇女界特别是首

府女企业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喜事、好事，是首府经

济建设一笔宝贵的财富，必将为呼市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

发展带来生机活力。协会和女企业家们要切实发挥“半边

天”的作用，紧紧围绕妇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

做妇女发展的领路人，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年味渐浓!腊月初八
最美莫尼山上演非遗中国年

（上接 1 版）2019年 5月，梁晓声的

新作《人世间》获第一届吕梁文学季“吕

梁文学奖”年度小说奖、第二届吴承恩长

篇小说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梁晓声是

中国文坛的常青树，他开了知青文学创

作的先河，作为 2014 年参加文艺工作

座谈会的中国文艺界“72 贤人”之

一，他一直是大家熟知并喜爱的作

家，也是文化大家。除了知青文学代

表作家，知识分子这一身份似乎更贴近

梁晓声近年来的创作。《中国生存启示

录》《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梁晓声说》

《郁闷的中国人》……

从《天若有情》到《人间烟火》，著名作

家梁晓声的文字，始终聚焦人们生活现实

的酸甜苦辣，在这个喧嚣多变的时代，他

也依然保持着冷静、警惕与情怀。在创作

一系列小说的同时，梁晓声还做了不少

关注社会现实的研究，在三卷本小说

《人世间》中，他又以百姓生活作为根

本，将近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

直观地向读者表现出来，于人间烟火处彰

显道义和担当，又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

和热望。

什么是文化？作家梁晓声的四句话

概括得十分经典也广为传诵：根植于内心

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

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有读者说，

“一听《人世间》这名字就符合梁晓声的风

格。”

梁晓声先生的创作风格归纳为：现实

主义的英雄化风格，现实主义的平民化风

格，现实主义的寓言化风格。

本年收官第四期“亮丽北疆”讲坛再

次邀请国内顶级文学大家，讲述“文学的

温度”，体现出内蒙古出版集团对文化的

关注，对文学与生命质量、社会进步、世态

人心的重要作用。《中国新闻出版报》原

副总编辑潘国彦曾评价：梁晓声是一个和

读者面对面蹲着说话的人。他兼有牛的

执著和羊的善良。他感念苍生，始终默默

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一心一意地要为平

民作点贡献。他的作品字里行间弥漫着

一种悲天悯人的气质，这是梁晓声的本

色，也是他的作品之所以能长久打动人心

的缘由。———以此，也体现了出版集团创

办亮丽北疆讲坛、服务社会大众的宗旨和

初心。

本报讯（记者 张鑫）12 月 30 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主办，内蒙古广电网络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的智慧广电网络基本公共服务入户工程“书香内蒙

古—电视图书馆”上线启动仪式暨服务入户推介会在首府

举办。

据了解，“书香内蒙古—电视图书馆”依托广覆盖、高承

载的智慧广电网络和TVOS智能终端，利用广电网络大数

据、云计算等技术，与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

内蒙古出版集团、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等合作，将海量的

图书和音频、视频信息，通过广电网络、平台和电视机终端

传递到千家万户，将图书“搬”进广大百姓家，让电视“翻开”

阅读新篇章。用户打开机顶盒后，可通过遥控器选择“电视

图书馆”，在电视上轻松读图书、听音频、看视频、买书、借

书、还书。该项服务旨在满足群众阅读需求，提升广大人民

群众文明素质，让优秀的蒙、汉语数字文化资源深入到千家

万户。

近年来，内蒙古广电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在“智慧广电”

架构下，实施了“一云一网三平台”智慧广电基本公共服务

入户工程，率先在全国建成了自治区、盟市、旗县、乡镇（苏

木）、村（嘎查）五级覆盖贯通的广电传输网络，累计新增敷设

干线光缆5万多公里，全区用户数近300万。

（上接 1 版）呼和浩特市地铁 1号线

一期工程西起伊利健康谷站，东至坝堰

（机场）站，线路全长 21.719 千米；共设车

站 20 座，其中地下站 16 座、高架站 3

座、地面站 1座，平均站间距 1187 米，最

大站间距 1953 米，最小站间距 748 米；

线路西段设三间房车辆基地，东端设白

塔停车场，设西龙王庙和南店 110KV 主

变电所 2座。线路采用DC1500V架空接

触网供电，B型车，6辆编组，列车最高运

行速度 80km/h。创造了业内罕见的“青

城速度”。

项目建设历经三年九个月，迁改燃

气、电力、热力、给排水、强弱电管线长达

7.1 万米，迁移绿化 207 亩、5.5 万棵，导

改交通 24.1 万平米，征收土地 942 亩，

征拆房屋 17.7 万平米。施工中，克服安全

风险，成功下穿建筑物、桥梁、通道、河流

和铁路等 28 次，侧穿建筑物众多；创新

应用 BIM等技术，获得自治区级工法 8

项，获得发明专利 5项，实用新型专利 12

项；荣获内蒙古自治区建筑工程优质结

构金奖 2项、银奖 4 项、自治区建筑业绿

色施工示范工程 3个。

地铁 1 号线制票价执行标准：0-5

公里（含）2 元，5-10 公里（含）3 元，

10-15 公里（含）4 元，15-21 公里（含）5

元，21-28 公里（含）6元，28 公里以上每

增加 1元可继续乘坐 10公里。

地铁 1 号线运营时间为 6:00-22:

00，上下行首列车 6:00从伊利健康谷站

和坝堰（机场）站同时发出，采用单一交

路方式组织行车，高峰期列车间隔 8分

钟，平峰期列车间隔 10 分钟，20:00 后

列车间隔 12 分钟，最大上线车组数约为

13辆。

目前，市民可以购买票卡或通过手

机下载 APP 绑定支付宝购票乘坐地铁。

60周岁至 69 周岁老年人、中小学学生、

环卫工人凭卡享受单程票价 5 折优惠，

70周岁以上老年人、军人、消防员凭证免

费乘车。

交通框架不断扩展，从无到有，由点

及面……随着地铁 1 号线的开通，首

府呼和浩特站在了新的高度，也有

了更远的视野。未来，呼和浩特将

聚焦重点、精雕细琢，为城区发展

搭建强劲筋骨。

隆冬的阿拉善戈壁滩朔风瑟瑟，

寒气袭人。天未破晓，居住在巴丹吉林

沙漠边缘的牧民斯琴娜仁家驼圈内却

已灯火通明，一家人忙碌的身影打破

了大漠戈壁黎明前的寂静。

早晨 6点，当记者来到斯琴家时，

他们正忙着挤驼奶。他们家养了 150

峰骆驼，目前 40 多峰奶驼一天至少产

120 公斤驼奶。“您这远近闻名的养

驼大户果然名不虚传啊，这么说您

今天就会有 6000 元的收入？”记者

打趣地问道，“秋夏季节每天挤奶

量能到 180 公斤呢，我们这儿的骆驼

养殖户日收入几千元已经不稀奇了！”

斯琴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和自豪之

情。

阿拉善右旗养驼历史悠久。这里

沙漠连天、戈壁茫茫，1300 万亩的梭

梭、白刺、霸王等优质牧草为骆驼产业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2014 年

以来，阿拉善右旗引进国内最大的驼

奶加工企业旺源集团，在成立内蒙古

沙漠之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基础

上，与内蒙古农业大学合作建立了内

蒙古骆驼研究院，使既有地区特色又

有地区优势的骆驼产业迎来了发展的

黄金时期。全旗骆驼现有存栏 57310

峰，其中繁殖母驼 28128 峰、挤奶

驼达到 8032 峰。该旗 750 多户骆驼

养殖户中，拥有百十来峰骆驼的牧户

已比比皆是，超过两三百峰的也不在

少数。

斯琴是巴丹吉林镇巴音博日格嘎

查牧民。“过去骆驼是我们主要的交通

工具和衣食来源，但是做梦都没想到

驼奶还会走入市场，创造高利润，成为

牧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支柱产业”斯

琴很感慨。他告诉记者，新疆骆驼产奶

好，去年以来他花 100 多万元买了 60

峰新疆母驼，当年就把成本挣回来了。

本地骆驼产奶少，但是驯化好了每峰

日产 2.5 公斤也是不成问题。也就是

说，一个牧户有 20—25 峰产奶驼的

话，日均收入就能达 2000—2500 元。

对于拥有百十来峰骆驼的牧户来说收

入就要更高。

沙漠之神公司总经理冉启伟介

绍，截至今年 10 月底，该公司已收购

驼奶 400吨，到年底有望收购 600 吨。

牧民养驼积极性也是空前高涨，今年

公司收购的驼奶较去年增加了 20 倍。

据该公司前 10 个月的收购统计，今年

卖驼奶的牧户近 200 户，最多的达到

39853 公斤。目前在全旗已建成奶源示

范基地 13家、骆驼养殖专业合作社 17

家、分散式标准驼圈 107 座，带动骆驼

养殖户 700 余户、农牧民从业人员

2100 余人，形成了《企业 + 科研 + 驼

奶基地 +专业合作社 +牧户》的一体

化产业链，驼奶产业已经成为全旗脱

贫攻坚、农牧民增收、乡村振兴的最快

最直接有效途径。

上午 9点 20 分许，记者跟斯琴同

车前往沙漠之神公司。他说，今天他给

公司交 80来公斤驼奶，余下的 50公

斤驼奶自己加工成驼酸奶，拿到镇上

的门店里去卖，这样售价会提高到每

公斤 70 元。他从事过边境贸易，开过

商店，养过奶牛，捣腾过奇石……但在

其从事过的行业中，没有一个像驼奶

产业这么收入丰厚。“骆驼浑身都是

宝，毛、乳、肉都很值钱。假如我们阿右

旗再引进一家驼肉深加工企业，那我

们养驼牧民就又多一条生财之道，家

乡父老乡亲的日子不是更好过了吗？”

他若有所思地说。一个普通的牧民如

此关心着骆驼产业的未来。说话间没

过半小时我们到了目的地，在收奶车

间门口，卖驼奶的牧民排的长长的车

队成为一道风景线，似乎诉说着驼奶

产业的现在与未来。

阿拉善右旗坚定不移走特色化旗

域经济发展之路，将骆驼产业当作强

旗富民的支柱产业，制定了三步走的

发展规划，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了将全旗挤奶驼数量增加到 1 万

峰的响亮口号。

沙漠就像浩瀚的大海，大海彼岸

就是绿洲，素有“沙海之舟”之称的骆

驼如今载负起助牧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的新使命，一步一个脚印，走向前方、

走向绿洲、走向希望……我们衷心祝

愿阿拉善右旗骆驼产业长远规划、近

期目标如期实现，为八方百姓带来更

大的福祉。

据《内蒙古日报》

阿拉善右旗：养驼户日入超 2000

智慧广电网络基本公共服务入户工程
“书香内蒙古—电视图书馆”上线启动

交通锐变 首府呼和浩特迈入地铁时代

亮丽北疆讲坛“升温”

梁晓声岁寒时节北上内蒙古表达文学温度中的“人世间”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12 月 30 日上午，内蒙古和林

格尔新区管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内蒙古和林格

尔新区成立一所九年一贯制双语学校———内蒙古和林格尔

新区枫叶双语学校，填补了呼和浩特市国际教育领域的空

白。

记者了解到，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枫叶双语学校位于

新区国际基础教育园区，枫叶教育集团负责学校运营和管

理，分为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和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五个

板块，可提供 4550 个优质学位，将于 2020 年 9 月开始招

生办学，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枫叶教育集团是中国基础教育领域开办早、规模大的

“双语”特色办学机构，具有 25 年的办学经验，目前在全国

各地已落地办学 100 所，已成为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国际基

础教育品牌。和林格尔新区枫叶学校是枫叶体系第 101所

学校。学校位于新区国际基础教育园区，枫叶教育集团负责

学校运营和管理，分为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和外籍人员

子女学校五个板块，可提供 4550个优质学位。

学校将于 2020 年 9月开始招生，先期招收小学预科、

小学一至六年级、初中七年级的适龄儿童。目前，各项筹备

工作进展顺利。

此次具有双语特色的枫叶教育落户和林格尔新区，不

仅填补了呼市区域国际教育的空白，更满足了首府市民在

教育资源选择上的多层次、个性化需求。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朱

建国在发言中表示，为了进一步改善新区营商环境、创新教

育供给侧改革、全力打造自治区‘产城融合’发展新样板，新

区管委会引入了大连枫叶教育集团，联袂打造内蒙古和林

格尔新区枫叶双语学校，建设国际基础教育园区”。

枫叶双语学校落户和林格尔新区

填补了呼和浩特市
国际教育领域的空白

呼和浩特市
成立女企业家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