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杨彦文 通讯员 梁
宇荣）8 月 18 日，包头市达拉特西车站
派出所联合响沙湾车站、响沙湾线路车
间、响沙湾桥隧工区等单位合力开展铁
路线路抗洪救灾演练工作，共同筑牢线
路平安堤坝。演练警情设置为：因辖区
周边连续降雨，铁路线路遭遇洪水侵

袭，导致铁路护网及护坡被洪水冲毁，
对行车安全造成了极大影响。

在接到达拉特西车站派出所指挥
室的通报后，各参练单位立即进入演练
状态，密切配合、各司其职、通力协作，
进行了现场防护、水害查明、现场通报
及防洪沙袋的装填、运送、放置等具体

工作，通过紧张、快速的抢修工作，及时
有效地阻止了洪水对铁路线路的进一
步侵袭，圆满完成了演练任务。通过此
次演练，进一步畅通了铁路警方和演练
单位的沟通联系，明确了各自分工和协
作事项，为铁路部门有效应对突发事件
提供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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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鑫)8 月 19 日晚，
内蒙古乌兰恰特剧院华灯璀璨、琴声激
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的第十九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
马头琴专场音乐会举行。

音乐会由世界马头琴大师齐·宝力
高领衔的野马马头琴乐团、青年指挥家
杨乐乐联袂乌审马头琴交响乐团共同
为观众献上一份音乐厚礼，带来一场视
听盛宴。

当马头琴管弦乐序曲 《草原欢歌》
奏响，马头琴与管弦乐交融的丰富音色
强烈感染着现场观众。作为乌审马头琴
交响乐团创作的首部马头琴交响诗，

《天地歌》首演亮相草原文化节。长达 18
分钟恢宏壮阔的演奏，时而深沉时而激
昂，舒缓与激烈并存，悠扬和粗犷同在，
令人随着人类文明的力量感动、陶醉、

振奋。
“《天地歌》是我们音乐创作上的一

次新探索。以马头琴为主旋律，通过多
种管弦乐器共同合作带来多声部、多颜
色、立体化的音乐呈现，相信会为民族
管弦乐创作领域带来全新的气息和有
益的启示。”乌审马头琴交响乐团团长
金海告诉记者，参加此次草原文化节，
他们有 3 首原创曲目首次亮相，让现场
观众一睹为快。

“我们在曲目创编上做了大胆创
新，囊括了古今中外不同音乐元素和曲
目风格，张力十足的马头琴碰撞层次丰
富的交响乐，中西合璧的表演形式更具
活力，也会让观众的视听体验更加饱
满。”杨乐乐说。

亮相原创新曲，致敬经典曲目。79
岁的齐·宝力高登台领衔演奏《赞歌》，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色楞格河》《鄂
尔多斯高原》等一曲曲天籁之音大气雄
浑、美妙灵动，在优美流畅的钢琴伴奏
声中，马头琴音时而奔放、明亮，时而委
婉、细腻，行云流水般从指尖倾泻而下，
不断引燃一个又一个小高潮。

当压轴曲目《万马奔腾》熟悉的前
奏响起，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全
体演奏人员返场，千里草原奔腾万
马的磅礴之势余音绕梁，让人入耳难
忘。

“马头琴从蒙古包走向世界，靠的
是与时俱进。传承发扬马头琴文化，要
紧贴人民需求、紧扣时代脉搏，用思想
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主旋律作
品挖掘和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及现实意义，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建设。”齐·宝力高表示。

时下，静静流淌的二黄河波
光粼粼，无声润泽着河套大地。从
空中俯瞰，180 公里长的人工防护
林，宛如一条绿色长龙沿二黄河
静卧，默默守护着身后的一方百
姓。

记者一路探访一路感慨，十
几年前，二黄河畔“树枯、地秃、满
目荒芜”;如今，沿岸绿意延绵、繁
花似锦、果香百里、鸢飞鱼跃。

绿色，曾经是二黄河沿岸稀
缺的颜色，如今却成为装扮二黄
河最厚重的“底色”。这一巨变的
背后，离不开河套水利人十几年
如一日改荒换绿、接力植绿、护绿
兴绿的奉献与担当。

披星戴月种树为家乡河披绿

二黄河边，竹柳、新疆杨等林
木苍翠挺拔、绿浪翻滚，像两排卫
士守护着二黄河。

如果不是同行的总干渠分中
心工程科科长韩中海介绍，很难
想象，就在上世纪 90 年代，二黄
河沿岸一片荒芜，大片土地盐碱
化严重。为数不多的林木，还因病
虫害和乱砍乱伐而老化、衰减严
重，整个渠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堤坝防御功能弱，危及两岸。

为扭转这种局面，2009 年，总
干渠分中心 (原总干渠管理局)发
动干部职工，在二黄河畔打响了
植树造林大会战。

“植树造林大会战那个苦可
不是说着玩儿的。春天，土地还没
有解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扦插
育苗、整理田地。土地消冻后正是
河套地区刮风季，我们又开始顶
着寒风种树。一旦种树开始，一两
个月都回不了家。”说到植树大会战，总
干渠分中心第一枢纽所所长郭建平打
开了话匣子，“刚开始几年，密植林带，
一天种十来公里，全局 200 多人，无论
男女，无论干部还是职工，都在实打实
的劳动，大家抢着干、比着干，不讲条
件、不计报酬。”

“每天早晨 6 点起床，7 点准时出
工，中午 12 点左右在渠陂上就着风沙
匆匆吃口饭后接着干，直到晚上 8 点才

回所里休息……”总干渠分中心第一枢

纽所业务股股长魏文斌回忆说，每天不

停地挥锹挖树坑，大家手上都是水泡，

肩膀疼得抬不起来，脸也被晒脱皮、吹
得黝黑，可大家依旧坚持苦干。

一把铁锹两只手，干罢春
夏干冬秋。赖以支撑水利人坚
持下来并一以贯之的，是先辈
传承下来的敢想敢干、苦干实
干的精神和使命。“头顶烈日酷
暑，脚踏总干热土。为何披星戴
月，只为片片竹柳”，在他们中
流传着的这首诗，恰好诠释了
他们的初心和决心。

攻坚克难造林
栽一片要绿一片

“种活一棵树，跟养活一个
孩子般不易。”这曾是水利人植
树造林时所面临的困境。

韩中海介绍，总干渠沿线
的工程保护地内，过去全部是
荒滩弃耕地，地势高低起伏，盐
碱化严重，根本种不成树。有的
地块因盐碱化严重，重复种植
十几遍都无法成活。

不服输的水利人咬定“栽
一片就要绿一片”的目标不放
松，在不断实践中，他们摸索总
结出“工程先行，技术保障，四
季造林，管护为重”的经验。

既然种树不成，那就先改
造土地。他们开始利用各类机
械对土地进行前期整理和改
造。由于总干渠阴渗，整理出来
的土地仍然不具备栽植条件。

为了提高土地质量，他们
采取多次深浇的办法对盐碱地
进行洗盐压碱改良，硬是把几
十年种不活树的土地一点点改
造了过来。

为了加快造林进度，提高
造林成活率，他们采取春夏秋
冬四季循环造林的方法和高杆
栽植、截条扦插、大棚苗移植等

多种方式进行造林。
功夫不负有心人。二黄河两岸从过

去空白段落达到 80%左右，慢慢变成走
到哪儿都绿树掩映。因为造林难，水利
人都爱树如子，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饱含
深情。

殚精竭虑护林换来绿意盎然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水利人
可不会躺在功劳簿上高枕无忧，“三分
造，七分管”早已是他们的共识。

每天一大早，总干渠分中心第二枢

纽所副所长韩晋春匆忙吃口早饭，把水
泵、发电机、旋耕机装上四轮车，吆喝上

两三个职工就往河岸驶去，开始了一天
的林木养护工作。“如今河岸两旁几乎
看不到裸露土地，植被覆盖率高，我们
的主要工作就是守护好这片绿地。”韩
晋春说。

自 2000 年参加工作以来，韩晋春
凭着一股子韧劲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一
步步从普通职工成长为所里的中坚力
量，而且还是全所出了名的造林能手。

韩晋春认为，与种树相比，管护更
不容易。“随着造林面积的增加，管护任
务越来越繁重。浇水、施肥、除草、修剪，
防病虫害、防火、防羊啃……从春到冬，
职工们几乎没休息的时候。”韩晋春说。

“以前浇灌相对比较辛苦。因渠低
地高，无法自流灌溉，只能用泵抽水浇
灌，我们就开着泵船或农用四轮车载上
泵机，浇一段挪个地方。遇上风浪，泵船
很容易翻沉。浇灌用的橡胶水管 12 寸
粗、8 米多长，得六七个人才能抱起来。”
韩晋春一边比划一边说，“夏灌、秋浇紧
张时期，有时中午都顾不上休息，一干
就是 10 多个小时。”

而在总干渠分中心第二枢纽黄济
站负责人白勇看来，夏天除草才是最难
受的。地里蚊子多，他们穿着厚厚的迷
彩服用四轮车带着旋耕机除草，一干一
身汗，衣服紧贴着后背。天快黑的时候，
蚊子在脸前嗡嗡地飞，人都不敢张嘴吸
气，一不小心就会把蚊子吸进气管里。

白勇告诉记者：“现在都用无人机
打农药，过去都是人工背上几十斤的药
罐喷农药，特别辛苦。虽然带着防毒口
罩，但眼睛不停地流泪。有人因为过敏，
嘴都肿了。要是遇上药箱漏水，药水渗
到背上，那真是疼痒难耐，还特别容易
起满身红疹。”

“这些年种树，大家把没干过的活
儿都学会了，没见过的东西都用过了，
没受过的罪都遭了，一步步成了‘业余
种树专业户’。”白勇打趣说。

业余，是因为种树并非水利职工的
主业;而专业，是因为育苗、扦插、剪枝、
嫁接、栽植高杆、打药捉虫等，无一不是
他们亲身参与，早已驾轻就熟。

十几年的植树大会战，是每一位参
与其中的水利人难以忘怀的记忆。看着
越来越美的二黄河，他们觉得一切都值
了。

持之以恒兴绿绘就生态画卷

经过十几年的大力营造，水利人在
二黄河沿线累计栽植各类树木达 2000
多万株，建成占地 1.5 万亩、全长 180 公
里的高标准生态绿化带，这条绿化带成
为有效防止两岸阴渗、保护沿岸农田、
改善区域小气候的“空中绿色排干”，横
贯全市的生态长廊。

驱车行驶途中，透过车窗，记者总
能看到二黄河上群鸟或振翅舒身，或低
翔河面;树林里，雉鸡、野兔的身影时隐
时现……

“防护林有效改善了沿岸局部小气
候，降水次数明显增多，吸引了狐狸、獾
子、天鹅、白鹭等众多动物在此安家落
户、繁衍生息。”总干渠分中心第四枢纽
所所长郭新祥说，白鹭对栖息地环境要
求较高，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好不好，
它最有发言权。

近两年，总干渠分中心生态保护站
还致力于培育山桃、山杏、铃铛果、世纪
梨等林果类植物。等试验成功后，将在
二黄河畔成片种植。到那时，二黄河畔
更将是“花香草绿树婆娑，果香四溢沁
心脾”。

青山重叠叠，绿水响潺潺。二黄河
生态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酝酿着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蝶变，以水为

墨、以绿为题，水清河畅、岸绿景美、人

水和谐的生态画卷将愈发壮美。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相信在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引领下，在敢想敢

干、苦干实干精神的凝聚下，只要播得
下种、看得见根，巴彦淖尔人定能筑牢
一道道生态屏障，书写一个个绿色传
奇。 袁雅芹

本报记者 王丰
8 月 23 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

季第二个节气。处暑，即为“出暑”，是炎
热离开的意思。

处暑，虽然表示暑气的终结，但民
谚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我国
不少地区，尤其是南方地区，“秋老虎”
依然会持续一段时间。

天气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凉爽起来
呢？俗话说“处暑十八盆，白露勿露身”，
意思是处暑以后依然炎热，每天需用一
盆冷水洗澡，待洗过十八盆后，节气已
至白露，秋凉渐起。不过，处暑时节的天
气一般中午比较炎热，早晚会凉爽起
来，再加上时不时来上一两场雨，正是

“一场秋雨一场凉”。

处暑时节，民间一直流传着吃鸭子
的习俗。

时至今日，一到处暑，北京人就会
到店里去买处暑鸭回家享用。自家也可
以烹制处暑鸭，并按自己的口味调制些
料汁，就能吃出各色的味道来。

内蒙古的“塞飞亚”就是草原上“飞
出的鸭子”。该企业位于内蒙古高原向
松辽平原的过渡地带赤峰市宁城县，古
老的老哈河和坤都伦河在此交汇。北温
带内陆季风性气候使这里四季分明，雨
热同季，降水适中。气候温和湿润，林木
茂密，碧野如茵，适合养鸭。这里养殖的
草原鸭皮脂率、腹脂率非常低，肉质细
腻，肌间脂肪含量高，具有与其他肉鸭
品种不尽相同的独特风味，各项性能指

标均表现出较强的竞争优势。
近几年，鸭货很受年轻人的喜爱，

似乎这种喜爱还有演变成一种潮流的
趋势，由于其色香味俱全，总是让人爱
不释“口”，是休闲食品中的一支“颈”
旅。塞飞亚草原鸭的系列鸭产品是休闲
鸭货中异军突起的新品牌，深受广大消
费者欢迎的有鸭脖、鸭头，它们的特色
是：麻、辣、鲜、咸、甜五味俱全，且味香
入骨，表里如一，还原食物本色 。让你一
吃到底，欲罢不能！

肥美营养、味甘性凉、不温不热的
鸭子是人们舌尖上的记忆和快乐。农谚
有：“处暑送鸭，无病各家。”“七月半鸭，
八月半芋。”处暑要吃鸭，原来，民间的

“约定俗成”真的是由来已久。

最是抚人烟火气，民生只在寸心间。
繁华夜市不仅与城市宜居宜业宜游、百
姓幸福指数息息相关，还对保障就业、
推动创业有着重要意义。2022 年以来，
包头市青山区积极打造“夜经济”特色
街区，逛夜市、品美食、赏街景，为城市
增添“夜”魅力，为市民提供更加丰富的
业余生活。

创建夜经济消费聚集区
夜幕降临，烟火升腾，位于青山区

富强路上的正翔湾夜经济特色街区灯
火璀璨、香味四溢、人声鼎沸，叫卖声此
起彼伏，浓浓的城市烟火气扑面而来。

“这里开了夜市后，我和朋友们经
常来遛街。纳凉的同时，既能购物，又能
品尝美味小吃，还能欣赏传统的汉服展
演，很不错。”市民李菲对夜市带来的便
利颇感舒心。

于 7 月 15 日开市的正翔湾夜经济
特色街区，集休闲购物、观光美食、文旅
创意、商务娱乐于一体，设有 150 余个
优选摊位，另外在华联购物中心区域广
场西、南两侧，还有 30 个集装箱和 37
个商亭。这里美食众多，吸引众多市民
慕名而来、尽兴而归。

迟冬续在正翔湾街区经营着一个
火爆鱿鱼摊点，日均营业额 3000 元左
右，到了周末，营业额更是翻倍。他说，
这里的每个摊位都依次编号、统一管
理，商户每天打烊时都会清扫一遍周边
卫生。“政府还为商户们减免了一部分
租金，尽可能让利于民，大家的干劲很
足。”

青山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党组
书记吴杰介绍说，正翔湾的每个小吃摊
都安装了油烟净化器和降噪设备，商户
规范经营，定时清理垃圾，随时保持地
面卫生干净整洁。大家共同为创建包头
市夜间经济消费聚集区、把正翔湾打造
成包头文化旅游的特色名片而努力。

烟火气带活区域经济
正翔湾夜经济特色街区带来旺盛

烟火气的同时，也为周围商铺成功引
流。

“看到夜市如此红火，我们也借势
开通了夜场，让市民体验夏夜海洋世界
的魅力。”包头海洋世界营销部经理张
鑫介绍说，海洋世界增加夜场至 22 时，
家庭游客增加了不少。

小小的夜市点燃了城市夜生活，也

点亮了许多人的创业梦，成为促就业、
保民生的重要阵地。

在包头师范学院夜市，市民们或拿
着竹圈套小礼品，或穿梭于小吃摊，尽
享夏日休闲好时光。

摊主王先生正忙着为顾客烤串，羊
肉串滋滋冒着烟，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政府鼓励发展‘夜经济’，我正好借这
个东风，在工作之外多赚点钱补贴家
用。”王先生告诉记者，这里白天是整洁
的街道，到晚上摇身一变，成了热闹的
夜市。夜市里有不少和他相似的摊主，

“夜经济”也让许多 90 后迅速成长，挑
起生活的担子。

如今，包头师范学院夜市已聚集了
80 多家小摊贩。为达到昼夜两不相扰，
青山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每天派专
人值守，助力夜市经济有序发展。

目前，青山区已打造了正翔湾夜经
济特色街区、奥体公园夜市、包头师范
学院夜市、互助道夜市等多个各具特色

的夜市街区，通过加强对地域文化、传

统美食、非遗文化和乡风民俗资源的挖

掘和业态创新融合，不断丰富夜间消费
特色“菜单”，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新活
力。 郭健 杨培霞

马头琴声悠扬激荡
视听盛宴震撼人心

本报讯 (记者 迪威娜 通讯员 王
效平)在和林格尔县舍必崖乡舍必崖行
政村西十八太自然村菁禾合作社西瓜
种植地里，一边是农民正在采摘西瓜，
采摘、过秤、装车，他们忙得不亦乐乎；
另一边是大型农机迅速完成了深翻地、
铺膜作业，人工插秧复种白菜。忙碌之
余，农民兰海军看着正在栽种白菜秧苗
的田地满心欢喜。

如何让土地效益最大化，和林格尔
县舍必崖村“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产
业发展共同体积极引导农民调整种
植结构，今年，率先在舍必崖行政村
西十八 太自然村菁禾 合作社承包的
300 亩地里推广“瓜菜复种”模式，利用
夏收后的瓜田推广“西瓜 + 白菜”的
复 种 模 式 。 通 过 引 进 西 瓜 新 品
种———金花 6 号，在市、县农牧业专
家的精心指导下，采用双膜种植，提
早了西瓜的上市期。眼下，300 亩西
瓜喜 获丰 收 ，每颗西瓜都在 10 斤以
上，西瓜的产量、品质上去了，消费者认
可了，销售收入自然也增加了，每斤西
瓜销售价格平均在 0.7 元左右，300 多
万斤西瓜全部销售完毕，仅西瓜每亩纯
收入 3000 多元。同时村“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产业发展共同体通过市农民局
专家推荐引进河北省培育的玲珑 2 号
大白菜秧苗，在收获西瓜地里深翻、覆

膜，种植。
看着绿油油的白菜秧苗，农民在地

头儿算起了增收账。“我们合作社依托
村上成立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产
业发展共同体，今年在承包的 300 亩田
地里探索一年两收的复种模式，头茬种
的是西瓜，8 月 2 日开园售买，现在已接
近尾声，这几天又深翻地、覆膜种上了
白菜。60 天后，我们的秋白菜将会收获，
预 计 每 亩 地 最 低 能 产 8000—10000
斤。这两茬庄稼的收入，肯定比一茬多
啊!”菁禾合作社负责人兰海军高兴地对
记者说。

菁禾合作社承包地种植的西瓜收
获后种植白菜，有效破除了“一茬有余、
两茬不足”的瓶颈。瓜菜复种不仅调整
了种植结构，而且增加了土地的产出效
益，实现西瓜丰收与白菜种植有效衔
接，“一茬”变“两茬”农民收入双增收。
同时也为村集体和群众经济增收提供
了新途径。

西十八太村民众的生活如今越来
越充实、富足。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环
境整洁，乡风淳朴，走在西十八太村的
村路上，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满足
和幸福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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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姝廷）8 月 15
日晚，历史音乐剧《盛乐时代》在呼
和浩特民族剧场上演。

《盛乐时代》以拓跋珪建立北魏
政权的始末为背景进行创作，全剧
共分为《序（鲜卑起源）》《牛川复国》

《还都盛乐》《窟咄之乱》《参合陂之
战》《尾声（融合）》六个部分。

本剧执行导演杨亚辉说：“感谢
草原文化节，让《盛乐时代》再次和

观众见面，主创团队在尊重历史、
还原历史的基础上，从新时代角
度 剖 析 人 物 性 格 、 刻 画 人 物 形
象，通过历史故事演绎的方式对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
进行艺术化解读，使人们感受到中
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内蒙古的亮丽
多彩。”

《盛乐时代》今年荣获了自治区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盛乐时代》演绎民族团结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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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青山区：繁荣夜经济 惹火新消费

包头铁警防洪演练筑牢平安堤坝

土地效益最大化 和林格尔县“瓜菜复种”促增收

总干渠两岸绿意延绵 齐鸿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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