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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呼和浩特市文化客厅项目 4 号楼日前正在进行主
体结构封顶施工作业，项目预计在明年年底整体竣工。
呼和浩特市文化客厅别名“青城之眼”，地上结构全部为
钢结构，是一座集内蒙古地方志馆、市图书馆、市档案馆、
市民俗展示馆、民族青少年宫、演艺中心于一体的综合性
场馆。 本报记者 王晓博 摄

“青城之眼”建设正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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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老街，诉说着城市记忆，流动着现代活力。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塞上老街，曾经是归化城里商贾云

集的贸易街市；如今成为呼和浩特吸引八方游客的“文旅宠
儿”。这条保留着明清式建筑风格的老街，是国家级夜间文
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我与几位朋友从珠海出发，一路北上自驾游。第一次
来到呼和浩特，来这里旅行的第一站就是塞上老街，感受与
南方不一样的风光，买一些当地特色产品。”广东游客王国红
一边挑选牛皮包一边对记者说。

这是北京游客王爱卿第二次来到呼和浩特，“感觉近些
年这座城市的发展变化非常大。塞上老街古香古色，东西
好、人实在，我要继续逛、继续看、继续买！”王爱卿说。

富有地域特色的民俗工艺品、古玩字画、非遗文创、民族
服饰旅拍、老式理发店……塞上老街的商户们在传承与创
新、坚守与变幻中，“拉满”广大游客的体验感。

一家朴素的小店，门口立着白底红字的醒目牌子：“理
发”。剃头、刮面，店主袁振兰动作麻利、神态悠然，她在塞上
老街经营这家老式理发店已有30多年。“感觉这条街一年一
个变化，越来越好，来我这里感受老式理发技艺的游客越来
越多。”袁振兰说。

民族服饰搭配古风妆容，个性化旅拍如今成为旅游新风
尚，塞上老街也不例外。呼德日在这里经营着一家旅拍店，
生意相当兴旺。“游客来到呼和浩特，不仅可以赏美景、品美
食，也可以在古香古色的老街上拍一套美美的具有地域特色
的写真。我们的旅拍项目备受游客青睐，希望呼和浩特能成
为火爆出圈的网红城市。”他说。

近年来，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当地政府对塞上老街
的传统建筑、文物古迹进行了保护性修缮，如今这里保留着
古朴风貌，集聚着现代元素，形成了建筑风格和商业业态的
整体融合，既“古”又“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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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医保基本公共服务延伸到基层，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医疗保障局在内蒙
古自治区国家大学科技园设立了医保服务站，图为工作人员给园区企业员工讲解
医保政策。医保服务站将为企业提供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医疗保险信息变更、医
疗保险缴费申报与核定等 12 大项、22 小项医保经办业务，满足中小微企业办理医
保业务需求。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医保服务进企业
7 月 19 日凌晨，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当日 8 时 45 分，随着铁路

营业线Ⅱ级施工正式销记，由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二分公司参建的包
银高铁临河枢纽改造工程顺利开通。本次施工标志着既有包兰线改造进入
倒计时阶段，包银高铁正线施工将正式启动。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包银高铁建设取得新进展
市民游客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乌素图杏花谷中品茶纳凉。日前，杏

花谷精心打造了稻草艺术节，稻草“动漫巨人”、悬浮巨型城堡、浪漫花路、
萌宠乐园、杏林品茶、露营烧烤等丰富多样的艺术装置和休闲娱乐项目吸
引了大量市民游客前来游玩，乐享盛夏时光。

本报记者 杨林枝 摄

杏花谷的美好生活

现场

游客体验民族服饰旅拍。 老式理发店店主见证塞上老街变迁。

游客打卡塞上老街。塞上老街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

游客选购特色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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