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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永光 张鑫）6 月

26日，青城草原音乐美食季活动在呼

和浩特玉泉区大召景区盛大启幕，现

场主要包括赏内蒙古音乐、品内蒙古

味道、带内蒙古好货三大主题活动，其

他还包括内蒙古景区、内蒙古健康、内

蒙古非遗、内蒙古故事等活动，一体推

出、多点呈现，精彩纷呈。

当晚 8点，内蒙古音乐演出现场

早早便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看。演出

节目将传统与现代结合，为广大市民

游客带来了一场全新的草原视听盛

宴。

内蒙古味道美食区域人头攒动，

游客争相参与到品内蒙古味道活动中

来。美食区域展示销售来自 12个盟市

的特色美食，每家店铺都拿出自家的

“看家绝活”，好吃的、好玩的应有尽

有，任君选择。美食与音乐融合，挖掘

内蒙古多元的饮食文化内涵，推动内

蒙古传统饮食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

打造草原经典美食品牌。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传承呼和

浩特历史文脉，深度挖掘大召区块历

史文化内涵，不断丰富首府市民生活，

拉动消费经济，让城市留住记忆、让市

民记住乡愁，进一步满足群众个性化、

品质化、绿色化消费需求，全面展示内

蒙古各盟市多元的文化和丰富的旅游

资源。

在场地内还设置主播体验区，在

舞台环节设置专门的网红主播直播时

段，采取固定直播与游走直播方式，吸

引民间主播参与直播和优质内容扩

散。舞台区域的网络直播时段安排现

场主播与区内、国内明星主播进行大

屏互动，共同为草原文化带动流量。通

过内蒙古音乐、内蒙古美食，带动内蒙

古好货的销售。采取线上 +线下模式，

销售内蒙古特色农牧产品、文创产品、

非遗产品。青城草原音乐美食季活动，

演职人员将文艺真正带到人民群众身

边，各地美食和大厨走到百姓面前，内

蒙古好货非遗文化、文旅创意产品走

进夜文化集市……多彩的活动极大地

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助力经济社

会发展……活动为人民而歌，与群众

共唱，百姓无不点赞。

本报讯（记者 赵永光 张鑫）6

月 22 日中午，著名蒙古族青年歌手乌

兰图雅走进呼和浩特市中国烧麦美食

街———老绥元烧麦席力图召店，热心

支持非遗文化———“烧麦传承技

艺”、并现场与国家面点(含烧麦)资

深级“中国烹饪大师”霍金玲互动，

通过快手、抖音直播等平台，热心支持

“草原非遗文化”、支持敕勒川味道、

“内蒙古味道”非遗美食，传播草原美

食文化精华。

上午 11时许，乌兰图雅首先详细

了解并“直播”了内蒙古味道“烧麦”制

作过程，向海内外网友推荐敕勒川味

道、内蒙古味道“烧麦”美食，在霍金玲

等人配合下，全程“体验”了烧麦从制

作烧麦皮到包烧麦、品烧麦过程。还亲

自下厨，手持烧麦锤制作烧麦皮、包烧

麦，向网友们介绍了“包制烧麦的乐趣

与魅力”。

当时正值午饭时间，很多就餐消

费者听说乌兰图雅现场直播烧麦，纷

纷合影留念。乌兰图雅说：“内蒙古味

道”产地好、地理位置好，经过非遗传

承人的努力已经成为中华美食中具有

鲜明地域特色的民族美食，欢迎海内

外游客来呼市品鉴敕勒川味道。

一笼好烧麦源自于背后的食材

链，好的美食关键在于选择好的食材，

只有好的食材才能做出好的美食，因

为草原的美食是纯天然无污染，从羊

肉到蔬菜，再到面粉全部是天赐好食

材，加上烧麦又汇集了草原美食精华。

要吃最好的食物，就需要最好的食材

来填充。所谓病从口入，而好的食材正

是保证人们身体健康的基本要素。

在直播期间，老绥元烧麦的一款

创新品牌———阿尔巴斯山羊肉烧麦引

起了现场及广大网友的关注。阿尔巴

斯羊肉被誉为“肉中人参”，原产地鄂

尔多斯市鄂托克旗，2019 年被农业农

村部认定为阿尔巴斯绒山羊中国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阿尔巴斯山羊肉蛋白

质含量高，脂肪和胆固醇含量低，具有

无膻味、口感怡人、香味浓郁、风味独

特等特点。

记者了解到，老绥元是一家以经

营烧麦为主兼营地方风味菜系的老字

号特色餐馆，也是内蒙古第一家从呼

和浩特本土大规模走向全国的烧麦餐

饮品牌，更是打破烧麦专注早餐为主，

逐步发展成为早、中、晚三餐都离不开

烧麦的传统格局创建者之一。

如今，在呼和浩特市的大街小巷

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无烧麦、不青

城”。烧麦出笼，顿时鲜香四溢，观其

形，晶莹透明；食其味，清香爽口，味浓

不腻，皮薄如蝉翼，柔韧而不破，用筷

子夹起来，垂垂如细囊。快快行动起

来，一起共享内蒙古好味道吧！

约起来！青城草原音乐美食季

舌尖上的非遗文化！
乌兰图雅体验包“烧麦”，直播“敕勒川味道”！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早就听说

杭锦旗有国宝级非遗“古如歌”，6 月

23日，著名蒙古族青年歌手乌兰图雅

专程前往“中国古如歌故乡”，与“古如

歌”的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的非遗传承

人进行亲切交流，并用快手、抖音直播

及网络视频的方式面向海内外网友推

广“古如歌”。

今年 74 岁的古日巴斯尔老师介

绍，古如歌的国家级传承人 1 人、自治

区级 2人、市级 9人，杭锦旗有 2所学

校开办“古如歌”课程，让青少年学习

传承“古如歌”，希望全社会共同关心

关爱支持“古如歌”的挖掘、传承、创新

与发展。

乌兰图雅说，听了“古如歌”，仿佛

置身于广袤的草原、雄浑的大漠，湛蓝

的天空下回荡着来自亘古悠远的歌

声，让人们的心灵得到震撼。乌兰图雅

说，传承内蒙古音乐中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每个音乐人的崇高使命和职

责，我们十分尊敬“古如歌”的非遗传

承人，我们“礼敬”中华民族的古老音

乐。在新时代，通过直播手段广泛推广

“古如歌”，让国宝级非遗“古如歌”更

加发扬光大。

杭锦旗旗委书记金广军、旗长王

羽强向乌兰图雅介绍了旗委、政府大

力支持“古如歌”传承的情况，希望更

多的社会名人宣传“古如歌”，欢迎天

下宾客来“中国古如歌故乡”杭锦旗投

资创业、旅游观光。

乌兰图雅边直播、边参观了杭锦

旗博物馆、杭锦旗古如歌音乐博物馆，

一路上向网友们介绍了“古如歌”民族

瑰宝，整整一个上午，让海内外网友

“倾听”并“线上观看”了“古如歌”的神

奇。

古日巴斯尔老师、乌云花等“古如

歌”的非遗传承人介绍说，“古如歌”的

传承与“鄂尔多斯婚礼”、“杭锦婚礼”

有直接关系，“鄂尔多斯婚礼”中的“酒

歌”、迎接宾客的歌就是“古如歌”，800

年来，古如歌神奇之处就是传唱歌曲

时必须言传身教，大家口口相传，让国

宝级非遗“古如歌”迎来发展的好时

代”。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发展这一

优秀、古老的民族文化，为了使这一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光华，杭锦

旗从 1979 年开始抢救性挖掘、整理古

如歌，成立了杭锦旗蒙古族中学等 5

个传承基地，目前杭锦旗只有 300 余

人会唱古如歌，年龄最大的 100 岁，最

小的也有 40多岁。

杭锦旗历史悠久，曾为历代“骑射

之地、游牧之所”，这里孕育了韵味独

特、古朴典雅、璀璨绚丽的民族文化，

其中杭锦旗古如歌展现了蒙元时期蒙

古宫廷礼仪音乐的独特风貌，是蒙古

族古典音乐的活化石。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6 月

28 日，著名蒙古族青年歌唱家乌

兰图雅走进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牧勒非遗工坊”，通过“快手”直

播的方式向海内外网友介绍“敕

勒川非遗剪纸艺术”和“敕勒川

文创产品”，数十万海内外网友

收看了直播，并且询问“敕勒川

非遗文创产品”的有关情况和购

买渠道。

“牧勒非遗工坊”位于呼和

浩特市新城区乌兰不浪村，是一

家特别有特色的“非遗传习基

地”，拥有非遗艺术馆、文创艺术

馆、非遗研学实践基地、牧勒非

遗众创空间、巾帼创业就业示范

基地、巾帼文明岗等，吸纳非遗

手工艺人 12 位，还有 75 位合作

手工艺人。主要设计与定制剪纸

作品、草原旅游纪念品、家福礼

品、商务礼品，运用手工编织、剪

纸、中国结、布艺、珠艺等民族传

统工艺，创作充满浓郁时代气息

和地方特色的手工艺品，深受各

界朋友的喜爱。“工坊”还有印刷

术、五谷杂粮石磨技艺、皮影戏、

十二生肖文化等手工体验的“车

间”。

乌兰图雅与“牧勒非遗工

坊”创办者、剪纸艺术传承人崔

霞进行了深度交流，并且在崔

霞的“教学下”，体验剪纸，现

场剪出一幅“双马祥云”的剪纸

作品。

乌兰图雅说，能够向非遗传

承人学习非遗技艺并且动手剪

纸收获很多，心里也很激动，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多少代人传承

下来了的历史记忆，剪纸艺术更

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华，非遗需要更多的人坚守阵

地、传承下去，作为“草原歌者”，

十分愿意做内蒙古非遗的传播

者、推广者，让更多的非遗项目

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特别是通

过直播推广引导更多的青少年

接过非遗的接力棒，不能让非遗

“断档”在我们这一代。

乌兰图雅表示，这次在家乡

内蒙古，用网络直播的方式，向

海内外介绍草原风情、介绍内蒙

古、介绍敕勒川很快乐；“爱上内

蒙古、爱上敕勒川”就应该对文

化遗产有使命感，把草原上的文

化瑰宝发扬光大。

“牧勒非遗工坊”创办者、剪

纸艺术传承人崔霞表示，建立非

遗工坊和研学实践基地就是要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让更多

的人特别是青少年体验中国民

俗文化，实现“手工传承”传统非

遗的目标，使广大青少年能够体

验精彩的非遗技艺，目前，每年

参观、体验者逾万人。

来到位于包头市九原区哈业

胡同镇永丰村的包头茂盛种牛繁

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养殖场，记者

看到一头头从澳洲进口的奶牛正

在悠闲地吃着草料，张新文和养

殖场的工作人员正在查看奶牛近

期的进食情况。

记者跟随该公司厂长张新

文在养殖场走了一圈，很少见到

员工的身影。

“智能项圈”让养殖管理更高效

“人有运动手环，我们的牛

也有智能项圈，24 小时监测每头

牛的健康数据。”张新文告诉记

者，现在奶牛养殖管理主要是依

托现代化的物联网技术，通过每

头奶牛脖子上的电子项圈和养殖

区的信号接收器相连接，这头牛

一天的产奶量、运动量、进食量等

所有数据都会汇总到电脑，它的

任何不适电脑都会发出警报提醒

工作人员注意，还可以针对不同

圈舍牛的情况调整饲喂配方，有

了科技支撑，养殖场的管理自然

更加高效。

随着内蒙古乳业百亿集群项

目的落户，也给许多像张新文这

样的奶牛养殖户打了一针强心

剂，对于未来的发展信心也更足

了。

厂长张新文说：“我们后期通

过和蒙牛集团的深度合作，通过

奶品质的打造和奶牛养殖场的高

标准建设，来提高奶源的稳定性

和质量安全。下一步我们还计划

启动近 170 亩的二期养殖基地，

再订购一批澳洲进口奶牛，严把

产品生产安全关，让广大消费者

都能喝到安全放心的牛奶。”

在规模化养殖中实现生态

化、智慧化、融合化，是当前九原

畜牧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

路。

规模化养殖实现生态化、智慧化

1 个人，1部手机，就可以照

顾好 5 个养殖棚里的近万只黑

猪。在哈林格尔镇的中首农牧业

开发（包头）有限公司土黑麻淖村

养殖园区，负责人雷文东告诉记

者，在他的手机上，猪舍内的温

度、湿度、通风等数据一目了然，

只要轻轻一点，就可以自动调节

猪舍的气候环境。他说：“猪舍采

用发酵床处理模式，结合现代微

生物发酵处理技术，让排泄物直

接分解，实现养猪无排放、无污

染、无臭气。”

九原区以合作社为抓手，推

动畜牧业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

发展。

以合作社为抓手，推动畜牧

业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九原区不断扶持龙头企业做优做

强，组建市级产业化联合体 8家，

认定家庭农牧场 25 个，农牧业

产业化企业（合作社）实现销售收

入 2.8 亿元，同时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确保所有嘎查村集体经

济收入达到 20万元以上。“抢抓

乡村振兴战略机遇，着力抓重点、

补短板、创特色，大力发展标准化

养殖，促进畜牧业转型升级。”九

原区农牧局局长赵部军说。

作为传统畜牧旗县，九原区

以科技为支撑，以绿色为指引，以

品牌为目标，推进科技兴牧、生态

立牧、产业强牧，全力构筑绿色畜

牧产业集群，谱写一曲“现代牧

歌”。

来源：学习强国

蒙古族古典音乐活化石！
乌兰图雅“直播”宣传国宝级非遗“古如歌”

一个传统畜牧旗县的“现代牧歌”

指尖上的非遗！
乌兰图雅走进“牧勒非遗工坊”
直播敕勒川剪纸艺术！

这几天，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市新巴尔虎右旗克尔伦苏木芒来嘎查

芒赉畜牧专业合作社的牧民们格外忙

碌，他们正在拆除围了近 20年的牧场

网围栏。

“过去，基本每家都拉上了网围

栏，把自家的草场围封起来。如今，合

作社牧民把网围栏拆除，整合 39万亩

草场，恢复四季轮牧，这有利于草原生

态保护。”芒赉畜牧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米吉格道尔吉说。

2000 年以来，网围栏建设在内蒙

古大部分草原推行。兴建的网围栏虽

明确了牧民对草场的承包经营权，让

牧民更积极主动合理放牧，但密布的

网围栏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影

响日益突出。近年来，内蒙古部分牧民

合作社尝试打开封闭多年的牧场网围

栏，恢复草原生态。

在距离呼伦贝尔草原一千多公里

外的乌珠穆沁草原上，昔日铁丝网式

的网围栏也逐渐消失，部分牧民恢复

了四季轮牧，整合碎片化的草原，建设

现代化牧场。

47岁的锡仁满都拉是锡林郭勒盟

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镇罕乌拉嘎查牧

民，2017 年他和周边的 5 户牧民办起

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拆除了过去象征

着自家“权属”的网围栏，将 1.2 万亩草

场连成片。

30多年前，“草畜双承包”责任

制在锡林郭勒草原全面推开，在划

定界限、一家一户的草牧场上，牧民

们使用网围栏把自家的草场围封起

来。

然而，近年来他一直在自家固定

草场放牧，草场生态出现了问题。同

时，受牲畜市场价格波动，畜牧业单户

经营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不强。“为探寻

新出路，我们 6 户人家下定决心拆除

网围栏，共享草场。”锡仁满都拉说。

除了草场，6 户牧民的 2037 只

羊、111 头牛、155匹马以及棚圈，全部

入股统一经营。

合作社成员分别承担起羊倌、管

理、后勤和财务工作，每个月领取工

资。年底，将全部利润的 80%按照每户

入股份额进行分红，剩余的 20%，一半

用于基础建设，一半用于为合作社老

人缴纳养老保险等支出。

“大家认为，规模化经营、现代化

发展才是畜牧业的出路。”合作社牧民

巴音孟克说，“我们把网围栏全部拆

除，就是想实现生态恢复、牧户增收的

双赢目标。”

成立 3 年多来，合作社的经营模

式已经从过去的“单兵突围”转变为

“兵团作战”，合作社每年还租赁夏营

盘，在 7 月前将牲畜全部迁过去，进行

轮牧。

拆除网围栏后草场面积扩大，牧

民可以更合理利用草场，草好的地方

放羊，沙地养牛。“我们将草场划分为

夏营盘和冬营盘，进行分区保护，达到

轮牧、休牧的目的，草原生态将得到有

效保护。”锡仁满都拉说。

为了保护草原生态环境，锡林郭

勒盟采取围封禁牧、草畜平衡、轮牧、

休牧等保护措施。从 2018年起每年实

施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政策，对 2.24

亿亩草原陆续开始春季牧草返青期休

牧。在不少于 30 天的休牧期里，锡林

郭勒盟给牧民发放补贴，支持他们圈

养牲畜，让牧草通过休养生息更好地

生长。

来源：新华社

内蒙古牧民过上“共享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