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今年端午节，包头市青

山区兴胜镇东达沟村是包头市民

最热门的去处，6万多人蜂拥而至，

体验“让文化艺术走进百姓生活”

的魅力。这个不知名的小山村，为

何能引来这么多的游客？

顺着充满艺术感的门楼牌坊

进入东达沟村，干净整洁的柏油路

两边，一侧是仿赵长城的古墙建

筑，另一侧是灰白院墙上的美丽彩

绘，犹如一幅幅流动的风景，拐弯

处呈现的一组组大型雕塑夺人眼

目。错落有致的院落间有几处造型

独特的建筑，上面悬挂着古香古色

的“艺术家工作室”的牌匾。

敲开一扇古朴的大门，正在创

作的东达山艺术区创始人刘占强

感慨道：“坚守 10 多年，我终于看

到了期望看到的景象！”

在东达沟村村委会副主任赵

发眼里，刘占强是个“奇人”，“占强

2007 年左右来到我们村。因为有

文化，被村里聘请为村长助理。他

提出承包荒山进行绿化，走农业生

态发展的路子。”赵发回忆，那时候

采石、采沙是村里的主要支柱产

业，他的提议很多村民并不看好。

谈起当年设想的“花果山”之

梦，与现在党和国家提出的“绿水

青山”的生态发展之路不谋而合，

刘占强颇为得意。“村里到处是大

大小小的采石厂和采沙厂，沿着山

坡走一圈，鞋和裤腿上全部是白

灰。山上的草被羊群吃得干干净

净，环境非常恶劣。很多村民都离

开了村子。”初到东达沟村时的景

象，刘占强记忆犹新。

在荒山上植树是改变环境的

第一步。当时戴着一副近视镜、十

分消瘦的刘占强，几乎每天都待在

山上。春来冬去，那曾经光秃秃的

山坡渐渐有了绿意。2014年，刘占

强的 3 位艺术家朋友进驻东达沟

村，由此，东达沟走上以生态为基

础、通过艺术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

路子。

毕业于包头师院美术学院的

郭其鹏是入住东达山的 4 位艺术

家之一，可谓名声显赫：参加国际

及国内大展 20多次，代表作“童子

军系列”2007 年入选中国当代艺

术文献展…… 与郭其鹏一同入住

东达山艺术区的还有民间美术艺

术家王红川和版画艺术家王海燕。

如今东达山艺术体验中心东

侧的一排带天窗的“阳光房”就是 4

位艺术家的工作室，房前空地种满

了鲜花、果蔬，小院被玻璃幕墙包

裹。雕塑、剪纸、版画、油画，4位艺

术家在不同艺术领域的创作，让东

达沟村原本的民间文化艺术一点

点复苏，被挖掘出来。

东达沟村常住 150 多户 320

多名村民，但年龄普遍偏大，干不

了重体力活。刘占强想帮他们，制

作手工灯笼的项目应运而生。艺术

家们手把手地教，村民们认真地

学。后来，村民们又开始学面塑，村

里的传统手艺被发扬光大。

东达沟村的“星星之火”引起

青山区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16

年 3月，青山区提出打造东达山艺

术家创作基地规划，支持配套资金

500 万元，对艺术区的道路硬化、

环境美化、周边绿化进行提档升

级，对艺术体验中心和鹿文化艺术

馆进行改造。

2017 年，青山区举办“包头·

东达山第一届面塑艺术节”，吸引

了 3万多人参观，拉动村集体收入

50 万元，各类艺术品意向销售和

实际销售额近 100 万元；2018 年

举办的青山区文化旅游节暨东达

山面塑艺术节参观人数达到 5 万

多，交易额上百万……

在东达山艺术区的布局中，鹿

文化研究院汇集了众多艺术家创

作的绘画、雕塑作品，600 多平方

米的当代美术馆陈列的作品涵盖

了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剪纸等。

艺术区还定期举办对大众开放的

艺术展览和艺术沙龙活动。

艺术区还为村民带来更多的

就业空间。赵发告诉记者，东达山

“茗盏雅集”艺术节，安保人员、环

卫人员、指引员全部由村民担任，

同时还带动了村里的特色农家院

旅游和土特产、手工制品销售。

对于东达沟来说，走绿色产业

发展之路，正是造福当地百姓的最

好途径。

吕学先 王泽

姻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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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19 日，伴随着汽笛

声响起，安装了 CTCS3-300H 型号

列控车载设备的复兴号疾驰在张（家

口）呼（和浩特）高铁轨道上，测试安装

该型号列控系统的动车组在草原高铁

线路上的运营。

从 2014 年 4 月 18 日的开工，到

2016 年 6 月 22 日的首次铺轨，从

2017 年 8 月 3 日乌兰察布至呼和浩

特东段的开通运营，再到目前的联调

联试，张呼高铁在人们的期盼中进入

倒计时阶段。

张呼高铁位于华北北部，呈东西

走向，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八横八

纵”高速铁路主通道京兰通道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首

条高铁，也是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联

系的重要通道。张呼高铁东起河北张

家口站，途径怀安站、兴和北站、乌兰

察布站、卓资东站、旗下营南站，终到

呼和浩特东站，全长 286.8 公里，列车

设计速度为 250公里 / 小时。

回想 2015 年 1 月 8 日，集包铁

路开行动车组列车，结束了内蒙古没

有动车的历史，4 年以来，动车组发送

旅客由 2015 年的 413.7 万人次增长

至 2018 年的 680 万人次。2017 年 8

月，张呼高铁乌兰察布至呼和浩特东

段开通运营以来，与既有的呼包铁路、

呼准鄂铁路互联互通，形成以呼和浩

特为中心，半径辐射包头、鄂尔多斯、

乌兰察布的“1小时经济生活圈”，在

乌兰察布市至呼和浩特市间形成高

速、普速、货物三条运输通道，有效促

进内蒙古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的

互动与合作。目前，张呼高铁乌兰察布

至张家口已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年

底将全线开通，与在建的京张、大（同）

张高铁连通后，呼和浩特至北京运行

的时间由目前平均 10小时左右，缩短

至 3小时以内，将大幅拉近京晋蒙冀

四省的时空距离，形成公交化出行的

“省际同城经济生活圈”。

张呼高铁的全线开通，对于密切

内蒙古“呼包鄂经济圈”与京津冀地区

的经济联系，改善沿途百姓出行方式、

提高幸福指数具有重要意义。张呼高

铁与京张铁路连接后，对于加快乌兰

察布市融入京津冀一体化步伐，密切

西北、呼包鄂地区与京津冀经济圈的

联系，把内蒙古建成保障首都、服务华

北、面向全国的清洁能源输出基地；建

成体现草原文化、独具北疆特色的旅

游观光、休闲度假基地将发挥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

“高铁一通、转换时空”。按照“十

三五”铁路建设规划，内蒙古自治区还

将陆续启动设计时速 250 公里的包头

至银川高速铁路；设计时速 350 公里

的集宁至大同至原平高速铁路建设。

中长期规划建设包头至榆林、太子城

至锡林浩特铁路，届时内蒙古东南西

北将全面融入国家高速铁路网，实现

呼和浩特至北京 2.5 小时、至西安 4

小时通达，包头至银川 3小时通达，进

一步拉近祖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

地交流的时空距离，让内蒙古各族群

众实现“说走就走”的旅行。梁亮 张鑫

本报讯“一遛湾一带过去都是盐

碱地，一下雨外面的人进不去，里边的

人出不来。你看现在建设的多漂亮，早

年出去的老乡看了摄影爱好者拍出来

的照片，不敢相信这就是咱托县。”

刘师傅是老托克托县人，他见证

了托县近些年来不断发展的文化旅游

事业，也感受到了因文化和旅游人们

生活的变化。“我平时在面包店做面

包，业余时间爱好摄影。”正是因为这

个爱好，刘师傅成了摄影爱好者来托

县采风的向导。神泉景区、黄河、瑞沃

酒庄、南湖、黄河梦幻水世界、景丰海

洋馆、一遛湾，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近年来，托克托县不断加大文体

和旅游的投入，文旅事业蓬勃发展，随处

可见的健身场所、美味的开河鱼和葡萄

以及激情洋溢的黄河龙舟赛等文旅活

动不仅成为传播当地好声音的载体，

也成为当地群众增加收入的新路子。

“听说家乡扶持开办农家乐，鼓励

经营乡村旅馆，我就辞职返乡创业。”

今年 29 岁的郝福保是托克托县一遛

湾东营子村人，大学毕业在外工作两

年后，辞职返乡在自家院子里开起了

农家乐。2间屋子和 4个蒙古包是他

的主要经营场所，小院收拾得别致又

干净。“别看地方小，来的都是回头客。

2015 年我家开起农家乐的第一年，收

入就突破 10万元。这几年更是逐年上

升，2018 年收入 40余万元。家乡的特

色就是我们的金饭碗。”

“往年一遛湾的旅游旺季是在夏

秋季节，今年春季我们组建了餐饮协

会，将观黄河流凌、品开河鱼宴结合起

来，让春季也成为我们的旅游旺季。”

郝家窑村支部书记郝争平高兴地说。

今年，托县借助黄河开河的自然

景观，打造了开河鱼节，文旅结合让托

县在 3月就迎来数万游客，各农家乐

生意火爆，成为旅游新旺季。仅第二届

开河鱼节开幕式当天, 一遛湾就接待

游客 4.52 万人左右，旅游收入达到

253.1 万元。

目前，托县已编制完成了《托克托

县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托克托县

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方案》，

总投资 1.17 亿元的县文体活动中心、

总投资 950万元的古城镇全民健身中

心全面建成，顺利通过了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验收；黄河开河鱼

节、黄河文化旅游节成功举办，神泉、

瑞沃酒庄等景区景点运行平稳，黄河

麦野谷生态休闲旅游区获评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景丰海洋馆投入运营，革

命历史纪念馆基本建成，胡服骑射主

题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去年，全县旅游

接待人数达 87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达 1亿元，其中农家乐接待游客 46.8

万人次，旅游收入 4907.7 万元。刘洋

本报讯仲夏时节，呼和浩特市

土左旗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63 亩

旱作稻田，苗齐苗壮，长势喜人，忙

碌的人们与郁郁葱葱的田野构成一

幅美丽的田园诗画。

2017 年，为加快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呼

和浩特市组织部分旗县区农牧业专

家和技术人员赴兴安盟扎赉特旗考

察学习旱作水稻种植技术，2018

年，根据全市土壤、气候、栽培条件，

在土左旗、清水河县、托克托县开展

旱作水稻技术试验 380亩，在土左

旗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内获得成

功，平均亩产达到 395公斤。

今年，土左旗国家现代农业示

范区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继续

试验种植，种植面积扩大一倍，预计

亩产将达到 450公斤。与传统插秧

稻田相比，旱作稻田耗水量仅为传

统插秧稻田的 30%，具有生产成本

少、效益高、劳动强度低、抗旱抗倒

伏能力强等优势，推广前景广阔。

王正

本报讯 前不久，在第十四届

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

会上，“乌海元素”文创产品惊艳亮

相，备受追捧。

此次北京文博会，乌海市作为

自治区唯一参展盟市承办内蒙古

馆展览。展览中，来自该市的 18 家

文创企业带着蒙古族服饰、蒙古族

食品、手工皮具、黄河石彩绘、蒙

绣、煤矸雕刻、沙漠葡萄酒、宣纸烫

画、手工皂、黄河泥塑等文创产品

惊艳亮相。一件件极具民族和乌海

地域特色且创意十足的产品吸引

了众多观众和采购商驻足。

“这里的文创产品既有时代元

素，又有地域特色、原始风貌，对我

来说很新奇。”参观完内蒙古展区，

北京市民王小儒赞叹道。

在“乌海礼物”展区，记者看

到，无论是萌萌的“太阳神”公仔，

还是怀念旧时光的礼致 1976 手

账，无不流淌着乌海文化特色。据

乌海市爆米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仇昆介绍，“乌海礼物”是该

公司研发设计的系列文创产品，包含

50余款独创设计，产品在设计上可

以看到太阳神岩画、书法文化、乌

海湖等具有乌海特色的元素。

4天展览中，“乌海元素”文创

产品吸引 10万人次参观。与此同时，

参展的乌海市文创企业也取得了可喜

成绩：实现总成交额 254 万元。

乌海文创产品在北京文博会

大放异彩的背后，是多年来乌海市

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缩影。近年

来，乌海市围绕经济转型和城市转

型，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并

重，深入贯彻落实“抓大扶小”的思

路，积极挖掘本土文化潜力，努力

做大文化产业总量。同时通过组织

企业参加深圳文博会、内蒙古文博

会、敦煌文博会、广交会等大型会

展，全面展示自身文化特色。从藏

在深闺人未识，到在更高的舞台上

大放异彩，乌海市的文创产品正在

越来越多地被世人熟知，文化产业

正逐步成为该市经济新的增长点。

依托书法、沙漠葡萄酒等地区

特色核心文化资源，乌海市积极推

进书法文化产业园、蒙元文化产业

园、太阳神岩画文化产业园和沙漠

葡萄酒主题文化产业园四大园区

建设。围绕中国书法城建设，该市

不断完善文化基础设施，从 2008

年开始，先后开工建设青山翰墨

园、甘德尔景区摩崖石刻、当代中

国书法艺术馆、书法广场等书法文

化设施。同时，通过服务培育、展会

带动，初步形成个人书画工作室、

装裱、展览、拍卖、宣传为一体的书

画市场。全市现有不同规模的书法

培训班 100 余家，经营书画及笔墨

纸砚的书苑、画廊、装裱店铺 200

余家，全市书法产业年营业收入已

过亿元。

该市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项

目库，修订了《中国书法城·乌海文

化旅游产业投资项目招商手册》，

这其中包含海勃湾区文化创意产

业园、乌达区文化艺术中心等 20

多个新建续建项目，总投资超过

200亿元。

为加大政策扶持，乌海市还编

制下发了《有关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政策意见》等多个文件，2018 年设

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800 万

元，争取到自治区文化产业扶持资金

450万元，这些资金全部及时拨付相

关文化企业用于项目发展建设。

据统计，截至目前，乌海市文

化产业法人单位共有 753 户，其中

规模以上法人单位 23 户，资产总

额 35.2 亿元，从业人员近万人，文

化及相关产业占 GDP 比重接近

4%。文化产业正在成为乌海市推动

地区转型发展的重要一环。

此外，立足境内旅游资源，乌

海市着力做好“水”“山”“沙”3 篇文

章，通过举办环乌海湖国际马拉松

赛、乌海湖国际帆板大赛、内蒙古

花季旅游乌海葡萄季旅游节、全国

冬季沙漠越野挑战赛等赛事活动，

实现文化与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

近年来，乌海市旅游业收入年均增

长达到 25.8%，且呈现逐年递增态

势。受益于文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

展，该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已达到 41.1%，并且第一产业

与第三产业实现了深度融合。

郝飚

本报讯 盛夏，随着旅游旺季的到

来，腾格里通湖草原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旅游观光。上午 8时许，记者在该

景区大门外看到熙熙攘攘的游客在购

买门票，景区停车场停满了来自宁夏、

甘肃周边省区以及陕西、重庆、江苏、

北京等地旅游车辆。“3 月初以来，陆

续有外省市的包机团、系列团抵达景

区；从 5月份开始，到景区的游客大幅

度增长。”通湖草原旅游景区常务副经

理韩福华说。据介绍，通湖草原除了独

特的大漠自然风光、蒙古族传统美食

等卖点外，今年还对《腾格里传奇》《神

游通湖》2 部实景剧在原有基础上继

续创新，不断提高演艺水平，为游客提

供视觉盛宴，更好地满足游客欣赏需

求。此外，还把通湖草原旅游景区与水

稍子景区连接起来，引进特色观光交

通工具，实现了 2个景区一体化发展。

据悉，2012 年以来，通湖草原旅

游景区先后被授予国家 4A 级景区、

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中国最美自驾

旅游目的地、中国西部品牌夏令营最

佳营地等称号。近年来，通湖草原旅游

景区逐年增加投入，完善旅游设施，增

加旅游项目，努力打造国家 5A级景

区。2018 年，景区全年接待游客 70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亿多元，并通过

“公司 +合作社 +农牧民”的合作机

制，带动了腾格里经济开发区乌兰哈

达嘎查旅游合作社实现收入 1200 万

元。 刘宏章

进京不到3小时
张呼高铁开启内蒙古“说走就走”的旅行

文旅融合发展成为托县群众增收新路子

土左旗种植优质旱作水稻获得成功

通湖草原敞开怀抱等你来

“乌海元素”成文创产品中的最大亮点

东达沟：从采石场到“艺术村”的蝶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