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7日，第十三届托克托“黄
河文化旅游节 葡萄节”在托克托
县郝家窑文化广场开幕。本次活
动聚焦农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与
共创发展，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形
式，生动描绘出“一果兴百业，共绘
富民图”的崭新篇章。

活动现场，甘甜味美的郝家窑
一溜湾葡萄、手工现做的黑水泉豆
腐、香而不辣的“灯笼红”辣椒成为
游客争相品尝和选购的热门佳
品。葡萄种植户董省事为参加葡
萄节，一大早便入园采摘，将晶莹
剔透的葡萄用新鲜的叶子托底装
进提篮，送到活动现场。“几大提篮
的葡萄，不到一会儿就卖光了！现
在正是葡萄成熟季节，每天都有游
客前来采摘，还有很多熟客通过微
信下单，葡萄供不应求。”董省事开
心地说。

记者走进活动现场附近的一
处葡萄种植园，只见果农们正忙
着采摘，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拿
着剪刀、提着果篮，穿梭于葡萄架
下，体验着田园丰收的乐趣。“今
年的葡萄比往年更甜，水分也更
充足。”游客杨秀芳一边挑选、一
边说。

近年来，托克托县立足区位优
势，依托独特良好的小气候，成功
培育和种植了色美、皮薄、味香、含
糖量高的一溜湾葡萄，并已形成生
产较为稳定的露地葡萄种植基地，

主要品种包括：托克托县葡萄、圆
白、金亚、夏黑、玫瑰香等 30 多
种。“我们这里的葡萄穗长、粒大、
味道香甜。价格从十几年前的每
斤 1.5元涨到了如今的每斤 10元，
葡萄种植面积由原来的 1500亩增
加至 3000亩，人均收入也由原来
的 5839元增加至 28600元。仅葡
萄采摘一项，全村年收入就能达到
2000多万元。”托克托县郝家窑村
驻村第一书记金波波向记者介绍。

“为进一步突出产品的独特性
和地域特色，我们还申办了托县葡
萄（郝家窑葡萄）地理标志、托县葡
萄（郝家窑葡萄）绿色食品认证标
志，完成了 500亩有机葡萄认证，
同时，郝家窑葡萄也被评定为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金波波说。

近年来，托克托县依托丰富的
资源优势推动三产服务业健康有
序发展。截至目前，成功申报 3A
景区 1家，4星级农家乐 3家，3星
级农家乐 9家。仅郝家窑 1村，农
家乐餐饮店已发展到 39家，直接
受益农户200余户，年创收1000多
万元。托克托县文化旅游体育局
局长赵永光表示，下一步，托克托
县将聚焦“三农”重点领域，做大做
优做强托克托县特色品牌，深入挖
掘黄河文化和非遗传统文化，促进
农旅产业和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奋
力开创托克托县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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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河县老牛湾：

用好生态资源
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梁婧姝 文/图

炖鲤鱼、炒鸡蛋、油炸糕、酸米饭……
临近中午，清水河县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
游区李家大院内饭菜飘香。经营者李瑞
鑫和妻子正忙着为游客准备农家饭。“我
们的农家乐主打黄河鱼和地方特色菜，游
客们都很喜欢。”说起现在的生活，李瑞鑫
脸上笑容更灿烂了，“农家乐的收入一年
比一年多，我们不仅还清了外债，还在县
城里买了房，日子是越过越美了。”

在李瑞鑫忙碌的同时，船工李志清
也没闲着，正在整理自己的小船。李志
清说：“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的开
发，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变化。以
前靠捕鱼为生，收入不稳定。后来政府
给我们提供了培训机会，通过学习，我掌
握了驾驶船艇的技能，目前在景区做船
工，带游客游览黄河大峡谷，收入比以前

稳定多了。”
这两年，在清水河县老牛湾镇政府

的引导鼓励下，村民们纷纷转行干起了
服务业。目前，已建 36家民宿、农家乐，
200多名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2023年，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
接待县内外游客 30.2 万人，实现文旅收
入 1.03 亿元。随着旅游业态不断完善，
有效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清水河
县老牛湾镇镇长邢俊龙说。

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内文物古
迹众多，自然人文景观皆美，历史文化底
蕴深厚。随着乡村旅游业不断发展壮
大，清水河县坚持文旅融合，提升旅游产
业的文化含量，在打造美丽生态的同时，
解锁老牛湾秀美山水背后的“文化密
码”，启动了古村落保护建设项目，挖掘

保护非遗文化。目前，老牛湾黄河大峡
谷旅游区建有非遗传习展示基地 1 处、
瓷艺体验馆 1处、九曲黄河阵 1处。自去
年被列入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创建名单
以来，清水河县高位推动 5A级景区创建
工作，加快完善软硬件建设，打造 43 个
重点项目，持续完善以水路为主、陆路为
辅、空路为特色的景区旅游线路，全面提
升旅游服务和旅游体验。

“清水河县将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创建首府首家 5A 级景区为目标，深
入挖掘黄河、长城两大文化资源，重点发
展‘南、中、北’三大文旅片区，即依托老
牛湾黄河大峡谷景区、好汉山长城国家
文化公园、老牛坡红色研学基地，继续精
心打造黄河长城文化旅游区。”清水河县
委书记张科灵说。

葡萄飘香引客来
托克托县农文旅融合促经济发展

●本报实习记者 若谷

电力进乡村 服务零距离

本报讯（记者 杨彩霞）近
日，土左旗白庙子镇王气村举办
了村企联合乡村振兴发展经济
暨麒麟瓜开园仪式，旨在进一步
促进产业交流，展示村企联合、
共同发展的丰收喜悦，打造和唱
响“一村一品”特色品牌。

此次活动由土左旗白庙子
镇王气村与内蒙古金旺农牧
业科技公司共同主办。现场
邀请了众多企业界优秀代表、
农业技术专家，以及相关行业
协会、媒体代表和游客群众共
同参与。

近年来，土左旗白庙子镇
王气村集思广益，引进麒麟瓜
特色种植，创新产业发展模式，
实行“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

的运营模式，为王气村的产业
发 展 注 入 新 活 力 ，流 转 村 民
6800 多亩土地，企业基础设施
投资 1.6 亿元，建设大棚 8000
多座，年流转土地费用 2000万
元，当地村民实现了就地就近
务工，切实当好群众致富的引
路人，让甜蜜产业鼓起百姓“腰
包”。

“下一步，王气村将立足
当 地 土 地 和 农 产 品 优 势 ，做
好 统 筹 发 展 ，把 发 展 特 色 种
植 作 为 调 整 农 业 种 植 结 构 ，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要 抓 手 ，
激 活 乡 村 经 济 的 强 大 动 能 ，
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
更富。”王气村相关负责人表
示。

麒麟西瓜迎来丰收季
白庙子镇王气村甜蜜产业促增收

种植户展销葡萄 ■本报实习记者 若谷 摄

娇艳欲滴的葡萄 ■本报通讯员 乌力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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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相间的村头民舍，青砖石板铺就的
老街，河塘鱼巷的水乡……在上海金山区举
行的新时代百村风采美术作品展上，100余
幅画作让公众领略到乡村景致的优美、乡村
发展的脉动。乡村与艺术的珠联璧合，总能
带给人们惊喜。

乡村全面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文
化传承、教育扶助是铸魂，发展乡村文艺、开展
艺术联建同样能发挥铸魂作用。在漫长历史
演进中，各地乡村基于特定自然和社会环境形
成了大量富有特色的文化遗产和艺术财富，既
具有审美价值，也蕴含丰富的传统知识、生活
智慧。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乡风
乡韵焕发时代光彩，让农耕文明和现代生活交
相辉映，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
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不竭的动力。

以艺术赋能乡村全面振兴，首先需要做
好传承创新的文章。“乡绘，更是相会”，广州
美术学院与山西晋中市许村的村民共同创
作乡村壁画，不仅让古村落散发出艺术气
息，也影响带动当地乡村“修旧如旧”、保留
保护传统风貌。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掌墨师匠心传承古老木构建筑技艺，
在崇山峻岭间为群众搭建心之归处。实践
表明，坚持守正创新，将乡村民俗文化、建筑
艺术、人文精神等，与现代要素、时尚元素和
美学艺术恰当结合，有助于不断推动乡村文
明和谐、美丽宜居。

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外部的支持格外重要。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上，来自河北阜平县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的44名孩子，用希腊语献唱
奥林匹克会歌。他们的成长，离不开邓小岚女士10多年的付出，离不
开特岗教师、志愿者的倾力支持。进一步下移重心、下沉资源，建立优
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推动“送文化”和“种文化”有机结合，乡村
文艺、乡村美育才能得到更大发展。

求实效须戒虚功。艺术乡建的关键，是运用好乡村土生土长的
文艺资源、文化财富，对接好农民群众美好生活文艺需要。北京平
谷区南山艺术季中，一些创作者到老乡家里串门，寻找艺术与乡村
的最佳结合点；内蒙古阿尔山乡村文化艺术季期间，艺术乡建团队
沉浸到婚丧嫁娶等集体活动中，摸清村民的文艺需求。让艺术家成
为“农民”，让农民成为“艺术家”，艺术乡建才会是双赢实践。

文化艺术不仅赋能乡村文化建设，还可以助力农民增收。山西
阳城县横河村的水墨宁园艺术创作写生基地里，预约写生的订单充
足，写生产业助力 300 余户村民稳定增收，实现了“笔墨生金富山
乡”。陕西西安市鄠邑区蔡家坡村打造艺术村长之家、文化艺术中
心、村长会客厅等“乡创空间”，建成麦田剧场、乡村美术馆等一批文
化场所，2023年共接待游客50余万人次。把艺术的舞台放到乡村，
让文艺的资源创造价值，探索文旅融合、农艺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就
能促进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乡村艺术，不仅有意思，更有意义。前不久，历时1个月的第二
届乡村儿童艺术嘉年华在北京闭幕，来自河南光山县的原创儿童戏
剧《灯火》《少年司马光》，作为“新时代种子计划”授权作品，一经展
演便受到观众追捧。激活乡村的艺术创造潜能，发挥好美育作用，
走好乡村文化振兴之路，新时代乡村文化还将绽放更瑰丽的光彩。

（据《人民日报》）

把艺术的舞台放到乡村，让文艺
的资源创造价值，探索文旅融合、农
艺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就能促进农业
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 通讯员 郑雯）
为持续优化用电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获
得电力”水平，更好地提高农村安全用电
水平，提升用户的供电可靠性，近日，内
蒙古电力集团呼和浩特武川供电公司可
镇营业站和配电运检班来到定向营村，
积极开展“蒙电爱心光明行 用电无忧”进
乡村宣传活动，活动中开展了供用电设

备缺陷、安全用电隐患排查治理以及基
础数据排查工作，以确保客户供电安全
可靠，不断提升电力服务的便利度。

活动当天，该公司的党员志愿者们
耐心地向村民们讲解着安全用电常识和
电力知识，让村民们充分了解电力安全
知识，掌握正确的电器使用方法，从而有
效预防电力事故的发生，同时排查安全

用电隐患、发放台区经理联系卡，并针对
定向营村委会的变压器进行安全巡查，
确保其安全稳定运行。

此外，该公司网格经理通过建立网
格群，为当地用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服
务，不仅提供办电、用电、查询、报修等便
捷服务，还与村委会建立了常态联络联
动机制，帮助开展村内居民用电疑难解

答、安全隐患治理等工作，通过网格群更
好、更快响应社区居民用电需求，打通供
电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更加便捷地提
供电力服务。

此次活动通过数据共享与资源整
合，从而完善基础数据维护，确保停送电
信息及时、准确送达用电客户，提升供电
服务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