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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帧又一帧五彩斑斓的画图叠印在水湄之上
的平畴沃野，粘稠的绿云簇拥着一块块儿耀眼的金
黄，将澄澈的苍穹辉映得辽阔而敻远；当一批批游人
穿梭在热情裹挟的漫漫花海，惊艳大地奉献给人类的鸿篇巨
制，用像素定格这花团簇锦的妖娆，蕴藏在心底的五线谱已流
淌出一首深情的赞歌。

伫立于阡陌交错的辉煌世界，触摸着金风送爽的富丽八
月，我被熊熊的火焰包围。那一团团的金色火苗，是种子用生
命萌芽，农人用汗水培植，雨露用晶莹滋润，阳光用激情点燃
的旷世之作。它以身颀叶翠、昂首微笑的独特意象，燃烧着艳
丽、华美与和谐，磅礴着激情、灼热和奔放。此时，我看到荷兰
画家梵高，用粗犷有力、充满智慧和灵气之笔，将那幅著名的
油画《向日葵》“搬”到了家乡的田野。这充盈精气神的扛鼎之
作又一次灿烂我的灵魂，丰腴了生命的内涵。

在汗水与酷暑的激烈搏奕中，蓦然间，秋已来到身边，肆
虐数日的酷热正被一场场秋雨削弱。“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
声。”此时，田野正在孕育丰稔的华章，百禾正在书写绚丽的诗
行。我轻轻拾起记忆的碎片，让那金灿灿的葵田，一如美丽的
诗句，浮现在眺望的视线中。

弱冠之年，在阴山脚下的一所学校，我肩负起亦农亦教的
双重职责。白天，耕耘三尺讲台；傍晚，稼穑二亩夕阳。我以
文弱的身躯和青春的热血，教书育人之余，在晨曦微露中锄
禾，在繁星闪烁中浇水，在烈日炙烤的麦田挥镰收刈。跋涉在
学校至田间的坎坷乡路，每当万籁俱寂时，是那一朵朵如火的
向日葵，一路伴我归家，抚慰我疲惫的身心，也积贮了文学创
作的营养。

当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广大农民焕发出前
所未有的生产积极性，种植内容也日趋多样。葵花，这一生命
力极强的经济作物，迅速成为广大农民的支柱产业。播种、锄
草、间苗、打叉、施肥、浇水，一系列动作，环环相扣，步步紧随，
不敢有丝毫懈怠。每至七月底八月初，广袤的田野黄绿交织，宛如锦绣，旖旎成
家乡一道诱人的风景线。

一株株亭亭玉立的葵苗，沐浴着朝阳、吮吸着黄河琼浆茁壮成长。当圆形
多棱角的花苞，吐出一条条金色的舌状花瓣时，一张圆圆的笑脸便洋溢着生命
的张力。那窈窕的身姿和喜悦的神态，是对土地的由衷感恩；那矢志向阳忠贞
不二的操守，是对农人最虔诚的回馈。

一花引得百蜂来。家乡大面积种植葵花，吸引南方养蜂人纷至沓来。他们
选择葵花种植密集的村庄，借宿于民房，开始酿造甜蜜的事业。他们将蜂箱置
于田间地畔，白天，成群结队的蜜蜂穿越葵田，匍匐在花盘上采蜜。采蜜的过程
是十分专注和有趣的：蜂尾一蹶一蹶的，腿一沓一沓的，金色的身子一纵一纵
的，头不停地在花房中转来转去。这生动活泼的采蜜过程，构成葵田蜂飞蝶舞
的壮丽景观。养蜂人戴上面罩，蹲在熙熙攘攘的蜂箱旁，及时收集蜂蜜。当南
方人的蜜蜂将家乡绿色天然之蜜采足后，便带着收获的喜悦踏上归途。

葵田中飞溅的串串笑声，是季节流淌的袅袅诗韵。我畅游在绵延无垠的花
海，感受花盘孕育果实的喜悦，纷繁的思绪同膨胀的季节一起飞翔。

葵花发育到九月，在秋阳的抚摸中变得通体橙黄。茎秆直立，葵头弯曲，葵
盘圆硕，葵花籽密实。拂掉葵花籽上黑色的花屑，从排列紧密的花盘中拔出一
颗葵花籽，剥开便露出雪白鲜嫩的葵仁，慢慢咀嚼，淡淡的清香在口中回旋。葵
花籽成熟时的香味是独特的，也是很有诱惑力的。

那年，我在学校旁边闲置的一块农田种了葵花。经过精心侍弄，葵花长得
秆壮头圆。葵花籽发育成熟后，却遭遇了罕见的鼠害。当我发现籽粒饱满的葵
盘被老鼠咬噬得面目全非时，既惊讶又气愤。这狡猾的东西是怎样爬到葵盘上
作孽的呢？我疑虑重重。为了弄清真相，我当起了“侦察兵”。一天，我终于发
现了老鼠偷吃葵花籽的秘密：一只硕大的老鼠顺着葵杆“嗖嗖”地爬到了葵盘
上，以飞檐走壁的姿势绕着葵盘走了一圈，然后将尾巴缠在葵头的脖子上，将身
子探入葵盘便大快朵颐起来。其动作娴熟，技艺高超。在老师们的建议下，我
将“六六粉”喷到了葵盘上，结果葵盘受到腐蚀而溃烂，老鼠仍我行我素。末了，
一片长势旺盛、收获在即的葵花几近绝收。

秋收是繁缛而劳累的。将割掉的葵盘拉回院落，堆得像座小山时，胼手胝
足的农人是虽苦尤甜的。为了葵盘免遭雨淋或受热，各家各户开始了“脱葵籽”
的紧张劳作。那时没有脱粒机，只能靠手工代替。只见家家户户灯火通明，大
人小孩手持木棍，手握葵盘，“嘭嘭嘭”地敲打起来。此起彼伏的敲打声，犹如丰
收的打击乐在村庄回响。一直敲到月挂西天，星河流淌。收工时，主人还要察
看天色，用塑料布将葵籽罩住，以免雨淋。经过晾晒、戗扬、筛选、装袋等一系列
程序，春华终于变为沉甸甸的秋实，然后待价而售变成钞票。如遭遇冰雹、大风
等自然灾害，瞬间会将丰收的期盼击得粉碎。河套农谚云：种在地上，收在天
上。道出了某些自然灾害是难以预防和抵御的。

岁月的沙滩上，我捡拾到一串失落许久的音符，那是故乡的歌谣，带着人生
的几份酸涩和甘甜，陪伴我从春天走到秋天，从晨曦走向暮霭。尽管昔日故事
的情节是那么粗糙简约，但我对美好的追逐一如既往。

秋阳提着一桶硕大的金粉，年复一年地泼向这块富饶的河床。在你的额头
上，我的守望是一种朝思暮想的缱绻。心情因纯洁而明媚，步履因祥和而轻盈。
只此一个眺望，家乡的风，便携着阵阵葵香，飘进夕阳的窗口，让眼前这宏阔的气
象，暌违的盛景，化作一缕浓浓的乡愁，款款地落在向日葵飘香的土地上。

今天，无边的葵海搭建起乡村振兴的壮美舞台；一拨又一拨观众徜徉在故
乡的田野，尽情欣赏青山绿水间的诗意栖居。

赶上好时代，使我这位鬓发苍苍
的退休教师，能从偏僻小县移居首府
呼和浩特，尽享现代都市的繁华、舒
适、文明，内心无限感慨。

钢筋混凝土和沥青构筑的城市，
一经太阳炙灼，像个热烘烘的大烤
箱。然而城市功能会让人寻找到物
态的平衡，空调电扇等制冷设备，给
室内送来凉爽。

这 些 年 来 ，青 城 在 不 断 强 化 园
林、街道、社区绿化的基础上，新增了
大量“口袋公园”，以满足市民“三百
米见绿、五百米见园”的生态享受。

走进这些绿色空间，凉亭、长廊、坐椅
等休闲设施应有尽有，让人瞬息忘记
了炎热和嘈杂，堪称“城市绿肺”“天
然氧吧”。绿油油的草坪间，以不同
颜色的花卉构造出不同图案，花团锦
簇，争奇斗艳。赏花并随手用手机拍
照成了很多人的爱好。漫步在大街
小巷的人行道上，一棵棵开枝散叶的
树木，犹如遮阳伞一般，布下浓浓林
荫。

早晨和傍晚，街边广场上，一派歌
舞升平的气象。市民们有的打球、有
的借助器材健身、有的溜达跑步、有

的吹拉弹唱、有的跳广场舞。那些翩
翩起舞者，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手
持扇子或别的道具，随着美妙的音乐
娴 熟 舞 动 ；偶 见 笨 拙 的 ，也 显 得 可
爱。不管舞姿怎样，个个脸上洋溢着
幸福。

相约去新城区保合少镇恼包村打
卡游玩，欣赏这里的塞外江南园林风
光，别有趣味。桃李湖位于恼包景区
中心，乘船绕着桃花岛，烟雾飘渺鱼
鸟相随。置身其间，恍若梦里水乡诗
意江南。年轻人唱响《让我们荡起双
桨》，快乐的歌声飞过湖面，飞在美丽
的夏天。

当来到青城公园或满都海公园
的“半亩方塘”前，令人目不暇接，啧
啧称赞。一朵朵荷花依偎着碧绿的
荷叶，清新脱俗，不由得想起杨万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的诗句。赏过荷花的娇艳，看过荷叶
的清丽，备感荷塘的曼妙和婉约，更
加体验到夏季生活和生命的美好。

水是万物生存的命脉。呼和浩
特几十年如一日，对扎达盖河（俗称
西河）、小黑河、大黑河等河道进行大
规模整治改造。昔日乱石滚滚、垃圾
遍地、野草横生的河滩，如今堤岸巍
峨；河道内逐段设置的蓄水坝，波光
粼粼，水鸟浅戏，真有江南水乡的韵
味。环绕的水系调节了温度，改善了
空气湿度。一座座造型新颖的桥梁
似长虹卧波，给青城增色添姿。

随着二环快速路和三环快速路
以及海拉尔大街、昭乌达路、巴彦淖
尔快速路的建成通车，地铁一号线和
二号线的完美运营，大量过街天桥和

地下通道的建造乃至断头路的打通，
市内公共交通承载能力显著提升，市
民出行更加方便快捷。

住在城市的高层楼房，透过窗户
看雨，是另一番景致。忽见从远处翻
卷过来几团乌云，天空转眼暗下来，
继而闪电夹着雷声，气势汹汹地将暴
雨从天抖落，在房顶、马路激起层层
水雾，风声雨声雷声混作一团。刚才
还是满大街的行人，刹那间无影无
踪，或钻进商场或躲入门厅。有时这
雨好像故意跟人开玩笑似的——也
就一会儿工夫，看雨的人还没被清凉
浸润，雨却停了，满大街行人依旧。
这雷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从不拖
拖沓沓。

夜 幕 降 临 ，城 市 的 夜 空 灯 火 阑
珊。清晰的楼宇和交错的立交桥轮
廓，在霓虹灯的映射下如天宫瑶池，
美仑美奂。此时，市民趁着晚间的凉
意赏美景、逛夜市、品美食，感受灯火
里的青城魅力。夜市摊挨挨挤挤，时
尚服装、日用小百货、儿童玩具、应时
水果……琳琅满目。

青城这几日的夜，最勾人的是户
外吃烧烤，喝啤酒。街边摆开一溜桌
子，摊主吆喝着生意，忙碌地应付客
人。红白相间的草原羊肉块被串在特
制的铁签上，刷少许食用油，撒适量
精盐、孜然、辣椒粉，在木炭火上翻转
烧烤后，通体泛着金灿灿的油光，香
气扑鼻，吃在嘴里外焦里嫩，回味无
穷——路边烧烤，弥漫着人间烟火气。

莫叹人生暮，当昔年又新。我的
晚年能生活在宜居、宜养、宜游的呼
和浩特，平生足矣。

有一首笛子名曲叫《大青山下》，
曼妙的笛音勾勒出了呼和浩特市西
部平原的旷野风情。上世纪八十年
代初我在老家农村时，黄昏时分悠扬
的笛音伴随农家烟囱上的炊烟袅袅
飘过，笛音饱蘸着当地二人台的音
色，又仿佛是在演奏马头琴，融入了
骏马奔腾的欢快，牵动着我年少的思
绪飘向暮色苍茫的远山和天际。

小时候不懂得，以为笛声吹奏出
的是遥远的异乡，后来才知道生我养
我 的 团 结 村 就 在 笛 声 里 的 大 青 山
下。家乡的人们站在房顶上就能望
到北边峰峦起伏的大青山，山势连绵
像万马奔腾首尾相衔；那高耸突兀的
山峰起伏相连，又如几匹桀骜不驯的
骏马奋蹄扬鬃；最高的那座山峰应该
是金銮殿山，一峰突兀傲视群山。大
青山又像一座青黛色的屏风，绵延伫
立于塞外青城呼和浩特和草原钢城
包头之间，把来自西伯利亚的风沙和
寒流挡在了北边的草原，把肥沃和温
暖留给了山前的平原，可以开辟为水
草丰美的牧场，也可以耕耘为禾黍飘
香的良田。

大青山南麓这片一望无垠的沃
野，就是北朝民歌里的敕勒川。“敕勒
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笛声里的《大青山下》与这首一千五
百多年前的民歌遥相呼应，上小学时
我把这首明白如话的民歌背得滚瓜
烂熟，但当时不知道民歌里描摹的就
是家乡一带的风景。放眼四望依旧
是天苍苍野茫茫，青青的天空就像穹
庐毡帐一样笼罩着辽阔的敕勒川，给
人一种温暖而踏实的感觉，湛蓝如洗
的天空像蔚蓝色的穹庐，蓝蓝的天上
白云飘过，洁白的云朵好似蓬松舒展
的棉絮，又似桀骜不驯的马群，还似
排列整齐的鱼鳞。

家乡话里“敕勒川”的发音是“吃
了穿”，有吃有穿，多好的地方啊！敕
勒川平原的确是内蒙古的“米粮川”，
它的西边紧邻同样是塞外粮仓的河
套平原。黄河之水造就一个富庶的
河套平原后仍然意犹未尽，想着在转
身南流之前再给塞外孕育出一个鱼
米之乡。这个时候母亲河已经眺望
到了北边逶迤苍莽的大青山，山水相
依有了心照不宣的默契，从大青山上
发源的大大小小的支流裹挟着泥沙
奔向母亲河，河水不断蜿蜒改道，泥
沙被冲积淤澄成了平坦的良田，渐渐
积淀出了土地肥沃的敕勒川。从万
米高空向下鸟瞰，北枕阴山南临黄河

的敕勒川，就像一个硕大的向阳缓
坡，南北窄东西长就像一个婴儿一样
依偎在黄河青山的怀抱里。

发源于大青山的大黑河，是黄河
上游末端最后一条一级支流，这条季
节 性 河 流 是 古 老 的 敕 勒 川 的 母 亲
河。大黑河历史上有一个诗意的名
字——金河，“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
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
黄河绕黑山。”唐代柳中庸这首著名
的《征人怨》里描述的就是敕勒川上
的边塞风光，金河就是大黑河，黑山
就是大青山。但生活在这里的百姓
没有那么多文绉绉的矫情，就像叫大
青山一样把这条河通俗地叫做大黑
河，就像是自家的山自家的河那样亲
切，这样的叫法既朴素实在又不生分
见外。

山不转水转。濒临黄河的托克
托县沿河一带，是黄河北岸古敕勒川
最低的地方，历史上便有“万水归托”
的说法。无数泉眼细流汇成的大黑
河流出大青山，从东北蜿蜒流向西南
奔赴进入黄河母亲的怀抱，与黄河共
同冲积出了肥沃富饶的敕勒川，汇聚
了许多条小河流后，在黄河上中游的
分界点——托克托县河口村注入黄
河。桀骜不驯的大黑河给古老的敕
勒川给一方百姓带来了牛羊肥壮五
谷丰登的富庶，也带来过洪水滔天流
离失所的灾难。在没有水利设施的年
代，大黑河就像一条巨蟒在敕勒川上
恣意摆动腰身，河床随意地改动，那些
干涸的河床两岸就变成了良田或牧
场。我的家乡团结村就在大黑河故道
的南边，村里的人们把大黑河故道称
作北河槽，北河槽周围的土地特别肥
沃，是肥沃的牧场或高产的良田。洪
水泛滥时的大黑河像脱疆般的野马失
去了管束，毁坏过人们的田地和家园，
但人们始终不会怨怼这些大大小小的
河流，如果没有这肥沃富饶生机盎然
的敕勒川，就不会有敕勒川上人欢马
叫的生灵歌唱。

敕勒川上这一望无边的膏腴沃
野，可以是牛羊散漫的牧场，也可以
是五谷丰登的良田。历经千年的沧
海桑田，古老的敕勒川上“风吹草低
见牛羊”的牧野风光变成了“夹路离
离禾黍稠”的农耕景象。明清时代
蒙古族土默特部在这里居住放牧，
此后便被称作土默川，就在这个时
期“走西口”的农民开始进入古敕勒
川和河套平原垦殖种田，人们赶着
耕牛在口外的草地上拓荒，民间称
走西口为“跑青牛犋”。一代又一代
的走西口人繁衍生息，耕牛拉着犁
铧掀开了肥沃的土地，在敕勒川上
开出了良田千万顷，形成了阡陌交

通“村连数百”的农耕景象。
当长城内的汉族农民在古敕勒

川开垦定居，就和当地的蒙古族群
众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风
俗和文化，从土默川的村名地名可
以领略蒙汉各族群众和谐共处的独
特风情。人们在口外的草地拓荒种
田离不开牛犋，走西口的人们就以

“牛犋”命名安身立命的村庄。蒙古
族群众把人们聚居的村庄和市镇称
为“板申”，板申是蒙古语的音译，原
意为房子，引申为村庄，敕勒川曾有
许多以“板申”命名的村子，有的“板
申”干脆被人们简称为“板”。走西
口的先辈们有不少手艺人，蒙古族
群 众 就 以 他 们 的 手 艺 给 村 落 起 名
字，如察素齐是蒙古语，汉语意思是
造纸匠，雨施格气是毡匠的意思。

当然，从定襄营、崞县营等村名，
就可以想见当年走西口人挈妇将雏
呼朋引伴的情景。他们有的整乡整
村逃荒出口外谋生，来到敕勒川上
定居时以自己的乡里和籍贯来命名
村落的名称。先辈们有过多么艰难
的迁徙和劳作，都消失在了黄河青
山间这浩荡的长风里，只有这些静
默的村庄和土地见证过当年的人和
事。

歌声会凝固过往的悲欢离合，至
今飘荡在古敕勒川上空的二人台乐
曲仿佛天籁之音，可以聆听到这一
方水土的风土人情和礼仪习俗。二
人台是走西口这一移民大潮掀起的
艺术浪花，是蒙汉各族人民交融的
文化结晶，蒙古族民间艺人云双羊
是二人台艺术的创始人之一，既会
唱蒙古族民歌的云双羊，也会唱码
头调、地方小曲儿，他杂糅蒙汉民歌
的精华形成二人台艺术独特的“打
坐腔”。二人台不需要复杂的化妆
和舞台道具，只要有能刮起春风的
山峦和旷野，歌唱者举手投足一张
口，歌声就像清泉一样从山野中汩
汩涌出，在天苍苍野茫茫的敕勒川
上飞扬，在山高水长的黄河青山荡
漾。二人台艺术在当地老百姓心中
生根发芽，曾为艰难的岁月和贫穷
的生活撑起了希望的绿荫，生活在
这里的人们会用响遏行云的歌曲歌
唱自己生活的土地，当年云双羊等
在演出《走西口》时，用蒙汉语混合
道白唱道：“进了土默川，不愁吃和
穿。乌拉（山）高，岗勒（河）弯，海海
漫漫米粮川……”，歌声与古老的敕
勒歌萦绕黄河青山，质朴的歌词和明
快的唱腔演绎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和深情。

“走西口”的汉族百姓不仅带来
了特色的二人台曲艺，还带来口里的

特色美食。在托克托县和土默特右
旗黄河沿岸的乡村做客，常会吃到用
糜米制作的酸粥。相传酸粥最初流
行于山西省河曲县，“走西口”的先辈
们把酸饭带到了敕勒川，成了这里独
具特色的饮食。在我的老家农村过去
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浆米罐子，用来浸
泡发酵糜米。糜米去皮后用酸浆浸泡
发酵，然后做成酸米饭、酸粥和酸稀
粥，这种发酵的酸饭既开胃又健脾，夏
天人们吃上酸焖饭就有力气出地劳
作，再带上一罐酸米汤到田间，劳动间
歇好解渴。

古老的敕勒川上还有一种特色食
品是糕，这种糕是用黍子籽面来蒸
制。黍子去皮后俗称黄米，黄米磨成
面非常黏，在笼里蒸好后用笼布兜到
瓷盆里，双手蘸凉水使劲儿捶捣，捶捣
绵软了就做成了素糕。当地有一道菜
叫“鸡肉汤汤蘸素糕”，逢年过节或贵
客临门时，宰一只本地的大红公鸡，配
上素糕，那味道好极了。如果把素糕
再用胡麻油在锅里一炸，就是待客最
好的油炸糕了。过去每年一进入腊月
里敕勒川农村里每家每户都要蒸糕、
炸糕，把炸好的糕冻在大瓮里放到凉
房里，正月里除了吃饺子就主要吃烩
菜馏糕。逢年过节或盖房压栈时人们
要吃糕，红白喜事也要吃糕，吃糕的时
候要配上豆腐粉条汤，这就是事宴上
的“汤糕”。日子久了，口外蒙古族群
众的饮食也改变着口里人的口味，人
们爱吃牛羊肉，爱喝羊杂汤，爱上了地
地道道的手抓肉。

这里得特别介绍一下，敕勒川上
生活的人们爱喝砖茶，煮砖茶时还要
加一点盐。这种被称为边销茶的青砖
茶，可以消食解荤，去膻味化积食，也
可以补充水分和维生素等。边销茶顾
名思义是供应边疆地区的茶，这种茶
制成比十六开书长的长方型大块，一
面压着一个“川”字，产自湖北省赵李
桥茶厂，在牧区这种青砖茶是为了熬
制奶茶，在敕勒川的农村喝砖茶也是
为了消食去腻，人们如果吃稍麦或羊
杂碎时，必须喝砖茶来解油腻。遇有
红白喜事人们都要在锅里熬煮一大锅
砖茶供人们饮用。平时到地里劳动时
要带上一铝壶砖茶，在打谷场脱粒时
要带上几暖壶水和泡茶的瓷壶，扬场
脱粒的人渴了，满满倒一大碗砖茶一
饮而尽。

“大青山高来乌拉山低，面对面
坐下还想你……”，酒喝到酣畅淋漓
时，这样撩人的歌声飞扬在青山黄河
之间，回荡在敕勒川的上空。这里的
苍穹之下从来就不缺饱含热爱的歌
谣，山川大地和草木众生都被天地厚
爱笼盖，承载在一方厚土之上。

据哈啰骑行呼和浩特运维团
队统计，周杰伦演唱会期间，体育
场周边停车点位哈啰骑行订单较
之前增长180%，市区整体订单增长
近 2成，其中城区极具本地特色的
旅游景点订单增长明显，如大召寺
运营网格周边哈啰骑行订单增长
约一倍。演唱会期间，共享单车出
行在接驳及城市游览观光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

“我是地铁+共享电单车到演
出场地的，比较方便也不担心堵
车。这次来看演唱会，感受了呼和
浩特对于外地游客的热情，同时呼
和浩特的凉爽气候、美食、美景也
深深的吸引了我，明年夏天希望可
以带上家人再来感受这座城市的
魅力。”来自外地的游客谈本次呼
和浩特之旅的感受。

呼和浩特市民王女士表示，这
次演唱会的举办，地铁、公交还有
共享单车等公共交通出行设施的
保障也很有记忆点。无论是从秩
序还是便捷度上，都体现了呼和浩
特市对于外地朋友的好客与诚
意。除了公共交通企业的助力，市

民和游客可以做到文明出行、有序
出行，也成为本次演唱会的一个亮
点。

作为积极参与本次城市保障
的企业之一，哈啰骑行新城区运
维负责人王敏祥介绍，演唱会期
间负责的两个停车点位，通过明
确的引导有效提升了用户停车、
还车行为，用户都可以做到文明
用车、有序停放。“演唱会当天，我
们专项保障组的一线运维 15时就
已全部到岗，演唱会开始前主要
是通过增调度，将短时聚集车辆
进行分散及停车点位规范摆放。
演唱会结束前主要是在体育场周
边地铁、公交接驳及周边 5-10 公
里停车点位车辆进行换电、秩序
维护及有效调运工作来满足用户
集中性骑行需求。”

此外，王敏祥还表示，从后续
订单数据盘点，也深刻感受到共享
单车在城市旅游经济助力，城市交
通压力缓解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未来哈啰还将持续为呼和
浩特文明城市建设、绿色出行提供
最精准、高效的运维保障服务。

共享单车便民出行
演唱会周边订单涨幅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