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不用早起、不用送娃，那是属于
你们的假期快乐。对于我们牧民来
说，羔羊肥壮、草原吐绿，如果再来一
场酣畅淋漓的大雨，那就是我们最大
的快乐了。”宝日格勒笑着说。

4月 30日，“五一”假期第二天。
在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宝格达音高勒
苏木那日图嘎查牧民宝日格勒家，羔
羊分群、舍饲牛羊、饮水喂料……宝
日格勒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

他家是镶黄旗察哈尔羊核心群
养殖户，通过饲养察哈尔羊，他走上
了发家致富的道路，2019年还被评为
全盟青年致富带头人标兵。

近几年，聚焦建设国家重要农畜
产品生产基地，镶黄旗持续巩固优势
产业基础，大力发展以“察哈尔羊”良
种繁育为基础的现代畜牧业，全旗察
哈尔羊养殖规模达到21.5万只。

镶黄旗畜牧工作站站长萨仁花

告诉记者，今后，该旗将着力推动察
哈尔羊品牌建设，通过胚胎移植或人
工授精等措施，培育优等种公羊，提
升察哈尔羊的知名度，提高“机械化、
现代化、规模化”经营水平。

当下，锡林郭勒草原正在一年一
度的春季休牧期中“度假”。虽说，牛
羊群不能够到草场上自由觅食，增加
了牧民家的劳动强度，但算好“生态
账”的他们却乐此不疲。

在阿巴嘎旗查干淖尔镇乌兰图
嘎嘎查，牧民额尔登特古斯坐在自家
的新型节能住房中，一边喝着茶，一边
通过电视屏幕察看着棚圈外活动场上
的牛群。对于他家来说，别说家周围，
只要愿意，摁下遥控器按键，将家里几
千亩草场尽收眼底都不是问题。除了
监控设备，这几年，他还建设了新型住
房、使用节能取暖设备，完善基础设施
建设，购置了牧业机械，不断提高家里
科学化养殖管理水平。

“我家每年把收入的30%用于完
善棚圈等基础设施建设上，目前，

3000平方米的棚圈、1000平方米的
标准化饲喂场、育肥间等一应俱全。
该有的都建完了，下一步就得大干一
番了。”额尔登特古斯信心满满地说，
今后要更加优化家里的牛群品种，要
打好质量牌，不仅向质量要效益，还
要实现生态环境的持续好转。

近几年，锡林郭勒盟始终立足建
设现代化农牧业，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为总抓手，激发农村牧区发展活
力，加大设施农牧业建设，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加快推动农畜产品
生产基地向优质高效转型。

眼下，正值春耕春播时节，多伦
县多伦诺尔镇双井子村民李雪颖家
的蔬菜大棚里工人们正忙着点籽、装
盘、摆盘，大家分工明确、流程有序。
李雪颖告诉记者，采用机器点籽，10
秒钟就可以完成 1盘，每个穴盘可以
装105颗蔬菜苗，每盘成活率在90颗
以上，目前点籽机1天可完成2000个
穴盘，相当于人工点籽的6倍，进一步
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发芽率。

在锡林郭勒，随着农牧区现代化
建设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牧业
可持续发展经验得到大力推广，更多
像宝日格勒、额尔登特古斯、李雪颖
一样的致富带头人脱颖而出，他们通
过“智慧+”“机械+”“网络+”的手段，
带领着更多的农牧民提升劳作效率，
实现了生产生活现代化。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以现代化技
术为生产要素，促进牧业生产方式由
传统向现代转变。与此同时，不断推
进农牧业标准化生产、精细化管理，
围绕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
设，实现农牧业规模化、产业化、设施
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2022年，该盟在农畜产品领域着
力培育的“锡林郭勒”品牌全网曝光
量突破23亿次，“锡林郭勒羊”区域公
用品牌入选农业农村部“2022农业品
牌创新发展典型案例”。“华西牛”新
品种正式发布，乌拉盖成为华西牛育
种群体主要供种基地，“锡林郭勒奶
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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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本报记者 高敏娜
实习生 张昕阳

拎着果篮，穿梭于果林，拨开叶
子伸手摘下最饱满的果实，放入嘴
里，甜在心里……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随着大棚
内的草莓、樱桃、百香果、黄瓜、小柿
子等果蔬相继成熟，兴安盟各地采摘
园也逐渐变得热闹起来。这个“五
一”假期，走进果蔬种植大棚感受田
园自然风光、体验亲手采摘乐趣、品
尝新鲜时令果蔬，正成为人们休闲旅
游的热门选择。

眼下，正是樱桃成熟的好时节，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设施农业园
区内成片的樱桃树上缀满了红彤彤
的樱桃，好似玛瑙般散发着光泽，惹
人喜爱。

胥文海家的樱桃大棚内，体验采
摘的游客正挎着小篮子边摘边玩，还
不忘拍照发朋友圈。“这里的风景不
错，樱桃味道也好，吃起来皮薄肉厚、
酸甜多汁。我要买些回去，给亲戚朋

友尝尝。”游客宋文灿乐呵呵地说。
“采摘游”不仅为游客提供出游

的好去处，其背后的“经济账”更让种
植户欢欣鼓舞。胥文海介绍说，他们
家现有 1000 余棵樱桃树产果，每棵
树产量达 50斤至 60斤，采摘价格每
斤 100元，大棚收益喜人。“这些樱桃
之所以能卖出好价格，主要是品质
好，施的都是农家肥，绝对绿色无公
害!”胥文海说。

在突泉县聚美恒果四季采摘园，
一颗颗熟透了的草莓鲜红诱人，散发
出迷人的香气，闻香而来的游客徜徉
在“莓海”中，尽情体验着乡村生态采
摘的乐趣。

“聚美恒果四季采摘园现有60栋
大棚，种植了毛桃、大樱桃和火龙果
等20多个品种，年接待游客3万人以
上，年产值达500多万元，年带动就业
50人以上。”突泉县聚美恒果四季采
摘园负责人刘淑辉说。

在科右前旗居力很镇万宝村的
草莓采摘园里，种植户寇玉军和妻子
正在忙活着将游客购买的草莓打
包。寇玉军的采摘园日产草莓300至

400斤,日均销售额达1.2万元。“我还
种植了茄子、西红柿、葡萄、油桃等蔬
菜水果，让游客四季都有果蔬可摘。”
寇玉军说。

在酸甜可口的水果面前，蔬菜
“诱惑力”或许稍逊一筹，但搭配上采
摘，也被激发出了无限吸引力。

在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设施农
业园区种植户包秀云家的蔬菜大棚，
清新的瓜香扑鼻而来，藤蔓上一根根
顶花带刺的黄瓜在阳光的映照下显
得格外水灵。“这些蔬菜绿油油的真
好看，而且比市场上买到的更新鲜，
吃起来很放心。”游客罗桂琴提着新
采摘的黄瓜欣喜地说。

“现在人们很注重健康，越来越
多的人选择来这里采摘纯天然蔬
菜。”包秀云告诉记者，他家的蔬菜
不施化肥和农药，只使用天然有机
肥——羊粪，凭借绿色种植得到众多
游客的认可。

在科右中旗布敦化农业科技示
范园区，蔬菜大棚内春意盎然，绿油
油的小白菜长势正好，游客们兴致勃
勃地开启“蔬菜采摘之旅”，感受不一

样的田园时光。
种植户白吉日古拉看着来来往往

的游客露出幸福的笑容：“我从 2009
年开始种植大棚蔬菜，主要种植黄瓜、
柿子和各种小菜，去年的收入大概是1
万多元，希望今年也有个好收成。”

扎赉特旗音德尔镇新立村种植
户高文辉看着翠绿满地、叶片饱满的
香菜、菠菜等绿叶菜，同样喜上眉梢。

“设施大棚就在我家院里，每天都会有
人开车前来采摘新鲜蔬菜，我这一栋
大棚能挣8000元左右。”高文辉说。

“采摘经济”红红火火的背后，是
兴安盟农旅融合欣然发展的缩影。
近年来，兴安盟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
和乡村田园风光资源，推广“种植+观
光+采摘”的产业模式，聚力打造集生
态、观光、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农业观
光采摘园，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和乡村
旅游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的“采
摘游”不仅满足了市民回归田园、自
己动手的沉浸式游玩体验，更让当地
的果蔬身价倍增、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成为近年来兴安盟发展乡村旅游
的新亮点。

采摘聚人气采摘聚人气 田园变乐园田园变乐园

□本报记者 李新军

“这大樱桃可真甜！”慕名来阿荣旗
那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设施农业园采
摘的韩女士边摘边吃，赞不绝口。

5 月 1 日，樱桃园、草莓园、水果
黄瓜园里的游客络绎不绝，一家三
口或三五好友在绿意盎然的果蔬间
采摘、游园、品鲜，共享团聚休闲好
时光。

“园里 320 株樱桃产量 600 斤左
右，全部达到有机食品标准，小长假
期间接待周边观光、采摘游客预计超
过 2000人。”设施农业园经理曲长富
介绍。

关先生和朋友们趁小长假自驾游

额尔古纳，从湿地到白桦林，再到室韦
小镇，一路观景赏林、游园娱乐、体验
俄罗斯民俗风情。

“有三年没这么轻松出游了，前几
日先是去扎兰屯看了杜鹃花，这几天
打算在小镇里过过慢生活。”关先生对
这个假期的出游安排的很满意。

“假期这3天，湿地景区的游客日
渐增长，接待游客累计达到 2185 人
次。”额尔古纳市湿地景区主任臧翠英
介绍。

这几天，海拉尔区古城街热闹非
凡，春季游园会暨“阅读新时代”文化
大集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

神奇的古法凸雕拓印、毡艺手工
制作、春日诗词对答等展位现场，游人
不断，或驻足观看、或兴致盎然地参

与，共同感受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独
特魅力。

随着兴安杜鹃花海盛宴，呼伦贝
尔迎来“红春消费季”，文旅产业假日
复苏进入关键节点。“‘五一’小长假期
间，中心城区的场馆游、休闲游、短线
游，再到岭东的赏花游、采摘游，以及
穿越兴安自驾游等10条精品线路，让
春日里广大市民、游客有游乐休闲的
好去处。”呼伦贝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局长臧著强介绍。

今年，呼伦贝尔市推进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文旅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呼
伦贝尔生态优良、非遗多彩、文化深厚
等优势，推动文化旅游强市建设，让市
民与游客在假期里体验到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文旅大餐。

本报乌海5月1日电 （记者 郝飚）
4月29日，一场名为“粘土手工——致敬最
美劳动者粘土人偶”的主题活动在乌海市
美术馆精彩进行着。孩子和家长在老师的
带领下将普通的粘土捏成了一个个活灵活
现的人偶，有医生、有警察、有消防员。

“这场活动精彩有趣又寓教于乐。在
劳动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孩子们通过双
手向劳动者致敬。”乌海市民李先生说。

“五一”期间，乌海市美术馆还举办了
“五一”劳动节特别活动古法造纸、“创意
绘画”——我的一天等多项主题活动，让
孩子们快乐过节，感受文化魅力。

这个假期，为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

生活，乌海市、区两级文化部门为市民在
家门口精心准备了41道“文化大餐”。“五
一”假期前后，由乌海市乌兰牧骑等演出
团体带来的文化惠民演出先后走进该市
社区农区，为基层居民送去欢乐。在乌海
市当代中国书法艺术馆，“书法之美 汉字
之魂”国学经典《论语》碑拓展等多场展览
吸引市民驻足拍照，一幅幅精彩的作品让
大家深刻领悟传统文化魅力；乌海市图书
馆微信公众号还先后举办“阅读王者”挑
战大赛、深入推进“两个打造”构筑共有精
神家园文化讲堂、“满‘元’书香 筑梦未
来”元宇宙数字资源展览等多场线上活
动，让市民假期生活书香十足。

41 道“ 文 化 大 餐 ”让 书 香 润 假 期

本报通辽 5
月 1 日电 （记
者 郭洪申 通
讯员 尤伟）针
对今年“五一”节
日 客 流 高 位 运
行、重点方向客
流集中的特点，
通辽火车站从增
加运力投入，优
化服务组织，推
出多种便民服务
措施，以满足旅
客多样化出行需
求。

2023 年“五
一”小长假期间，
通辽火车站预计
发送旅客 14 万
人次，日均发送
1.75万人次。客
流以旅游、学生
及探亲流为主，
尤其是北京、沈
阳、大连、长春、
呼 和 浩 特 等 方
向 。 4 月 29 日

和 5月 3日为客流高峰，日发送旅
客预计最高可达 2.8 万人次，超过
历史同期水平。

节日期间，通辽站将在北京、沈
阳等热门方向增开动车组列车 7
对，普速客车3对，单组改重联动车
组列车6对，并恢复开行普速客车4
对，开行管内临客6对，普速客车加
挂14对。

为了确保小长假期间旅客顺利
出行，该站提前一个月开展了客运人
员服务礼仪培训、应急处置演练；由
专业保洁团队进行候车环境彻清；对
直梯、扶梯、安检仪、自动售票机、进
站和检票闸机等进行联检，确保设备
始终处于安全良好的运行状态。

该站还对所有进出站流线进行
优化，在旅客出行高峰时间段，启用
全部进站通道、安检通道。同时，将
通过增加售票窗口数量、动态调整
售票窗口功能、延长售票时间等方
式，缩短旅客排队等候时间。

期间，由15名客运服务骨干组
成的通辽站“草原情”服务团队为旅
客开展流动服务，加强对售票处、进
站口、候车室、扶梯、站台、地道等旅
客高度密集处所客流组织和引导分
流，为旅客特别是老、弱、病、残、孕
等重点旅客服务。此外，候车室内
的“蒙哥服务台”还可提供 24小时
咨询服务。

多
样
化
服
务
保
畅
通

小朋友在父亲的帮助下准备放飞手中的风筝。春和景明，杏花绽放。4 月 30 日，
在有“塞外西湖”之称的哈素海湖畔，“乐享五一、约你来嗨”土默特左旗文化旅游景
区启动仪式暨哈素海景区“五一”节系列活动开幕。 本报记者 郑学良 摄

本报包头5月1日电 （记者 格日勒
图）“五一”期间，包头市秧歌大赛、马文化艺
术节等节庆活动齐上阵，到处喜气洋洋。

5月1日，由包头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包头市商务局主办，包头市文化馆承办的
包头市首届秧歌大赛开赛，为现场观众带
来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惠民盛宴。

来自包头市12支代表队近千人齐聚
该市开元大街，在赛场拼舞姿，拼创意。
九原区文化馆舞动青春代表队《红火的日
子》、昆区文化馆百合艺术团《欢庆》等12
个精彩节目表演，队员们踏着幸福的鼓
点，扭起欢快的秧歌，给大赛带来喜庆又
热闹的欢乐体验。

4月29日，石拐区首届喜桂图马文化

艺术节在包头古城文化旅游区正式启幕，
激昂的马头琴演奏《万马奔腾》、震撼的舞
蹈《白马》、迎宾马队精彩的马术展示等节
目为游客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马文化盛
宴。现场还举办了包头古城“开门大吉”仪
式，开启了包头古城乐游之旅。

4月30日，在达茂旗希拉穆仁镇旗门
广场，一场同“达”共“茂”——请您回

“达”达茂草原欢迎您的民族文化文艺
路演如期举行。舞蹈《顶碗舞》、独唱
《陪你一起看草原》、马头琴《万马奔
腾》等节目轮番上演，来自四面八方的
游客纷纷驻足观看，精彩的文艺节目
演出让游客感受到了浓郁的喜庆欢乐
气氛。

拼舞姿拼创意 秧歌路演欢乐多

快乐过快乐过““五一五一””

游人采摘樱桃。

海拉尔区古城街春季游园会上的手工艺品。

游人在白桦林景区游玩游人在白桦林景区游玩。。
刚出炉的俄罗斯大列巴。

本报阿拉善5月 1日电 （记者 刘
宏章 梅刚 闫晨光）机车英雄会、音乐
美食季、骑马赛驼、沙漠挑战赛……“五
一”假期，阿拉善盟精心烹制旅游大餐，一
系列精彩丰富的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的
游客来阿拉善旅游。

以“相约草原 向善而行”为主题的
2023全国自驾露营旅游发展大会在阿拉
善梦想沙漠公园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3
万余名自驾游露营游爱好者相约腾格里
沙漠，观看精彩赛事，体验精致露营。额
济纳旗举办的“苍天千峰驼羔”文化旅游
系列活动吸引了各地游客相聚额济纳，游
客们参与传统民族体育竞技赛事，观看精
品文艺汇演，逛国际商品展销会，丰富多
彩的文旅活动，让这个假期格外热闹。

与此同时,连日来，以“路越远 心越

近”为主题的第 17届越野 e族英雄会在
阿拉善右旗开幕，第十一届亚太地区商学
院沙漠挑战赛在阿拉善腾格里沙漠鸣枪
开赛，“千车万人巡游探秘阿拉善”在巴彦
浩特举行……“五一”假期，阿拉善盟精心
烹制一道道旅游大餐，满足游客多样化、
个性化需求，大漠逐浪、草原放歌、跨驼乘
马、戈壁徒步、造访神舟、黑城探秘……来
到这里旅游的游客，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旅行方式。

“我是从微信上了解到了阿拉善文化
旅游系列活动，我来阿拉善观看了好几个
文化旅游活动，我觉得每个活动举办的非
常好，场面壮观,让人耳目一新，丰富多彩
的文旅活动，让我感到这个假期过得格外
有意义,不虚此行。”从西安市来阿拉善旅
游的大学生张凌霄说。

多 彩 文 旅 活 动 丰 富 假 期 生 活

通
辽

【【镜头镜头】】

本报乌兰察布 5 月 1 日电 （记者
皇甫美鲜 通讯员 石巍然 孙丽娜）最
是旅游好时节。这几天察右后旗的民宿
已经在网上被订购一空，乌兰哈达火山地
质公园迎来了“五一”小长假旅游高峰，四
方游客纷至沓来。

慢煮清茶闲岁月，宿来怀梦卧草原。
天气乍暖还寒，记者随机走进乌兰哈达多
家民宿，星空观景房、情侣间、独家小院等
众多的民宿点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
求。房间内设计各具特色，风格迥异无一
重复，令人耳目一新。精美的免费地方特
色小吃，贴心的温馨提示画板，一应俱全
的生活用品，打造出一间间干净整洁、温
馨舒适如家般的旅居环境。

察右后旗的民宿早在五年前就小有
名气，特别是提前介入式服务功能开启以
后，更是让察右后旗的民宿产业声名鹊

起。“我们是29号凌晨五点到达的望山民
宿，考虑到人多我们选择了错峰出游，望山
民宿的老板人特别好，提前三天就通过微
信发送了当地的天气预报并提醒我们来的
时候多带衣服，还给我们提供了切实可行
的旅游路线，并告知我们可以在就餐时适
时添加，杜绝浪费，这一点让我感到很舒
服。”来自北京的旅客丁鸿喆动情地说。

察右后旗旗委、政府在五一小长假来
临之际，为切实保障好火山地质公园游客
的服务工作，精密部署，精心策划，动员社
会各方各级力量参与到服务中来。增设
临时停车场，开通流动大巴服务点，提供
免费咨询、送水、就医等管家式服务，有效
解决游客们的实际困难。

据悉，截止到4月 30日，察右后旗运
营的34家民宿的408间房间共接纳游客
1688人次，过境游客达到了4.1万人次。

看火山住民宿 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