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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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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文化神州行

走进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浓浓的
艺术气息扑面而来。

艺术馆外部建筑依地形而建，白砖
木墙与自然风光相映成趣，馆外的每一
处风景皆成画卷，成为摄影爱好者的天
堂。“雕塑馆外面的风景美极了，四季美
景各不相同，来这拍照特别出片。”正在
拍照的王冉兴奋地说。

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以北疆文化为
主线，不仅设有主雕塑展馆、专题展馆，
还整合了游客休息区、咖啡厅、文创商
店等功能区，打造了一个集休闲、餐饮、
购物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让游客在
欣赏艺术之余也能享受到片刻的宁静与
放松。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持续打造北疆
文化品牌，各类文博场馆焕然一新，数
量呈现逐年稳步增长的态势，不仅免费
对外开放，还通过创新的展陈方式和服
务模式使文化体验赏心悦目且妙趣横
生，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场视觉与
心灵的文化盛宴。

走进丰州故城博物馆的展厅，一场
穿越时空的展览让参观者仿佛置身于千
年前的历史长河。为了让文物“活”起
来、“潮”起来，丰州故城博物馆作为呼和
浩特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其展厅展
陈方式融合了各种创意和先进技术，通
过多媒体等科技手段巧妙地营造出从

“入梦”到“出梦”的强烈视觉与情感张
力，让矗立在敕勒川大地上的千年白塔

“活”了起来，使游客在回味无穷的体验
中圆满结束心灵之旅。

今年新成立的北疆印象文化艺术中
心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地。呼和
浩特市赛罕区依托丰富的博物馆与文物
资源，以市场化思维积极盘活闲置资
产，谋划打造了 9600平方米的北疆印象
文化艺术中心，极大地促进了文化创意
产业的发展，成为展示北疆文化的重要
窗口。

在北疆印象文化艺术中心，一层的

非遗民俗馆展示着内蒙古地区丰富多彩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层的丝绸之路音
乐馆演绎着北疆文化与丝绸之路沿线各
国文化的交融共生，三层的内蒙古电影
博物馆带领游客穿越时光隧道，感受内
蒙古电影艺术的独特韵味与时代追求。
这里巧妙地将民俗文化、音乐艺术和电
影历史融为一体，不仅展现了北疆文化
的深厚底蕴，更续写了现代艺术的创新
篇章。

日前，在内蒙古自然博物馆的四楼
展厅，来自呼和浩特市第 29中学的学生
范天育兴奋地与伙伴分享着感受：“快
瞧这巨大的恐龙化石，简直太震撼了，
感觉像是穿越到了史前世界。”

为了有效发挥教育功能、展现科学
之美，内蒙古自然博物馆推出的“公益
入校”“公益入馆”以及“科普流动站”等
一系列活动，巧妙地将地球科学、动植
物学、矿物学等多元知识融为一体，通
过模块化设计、美学呈现以及场景复原
等创新手法，将知识的种子播撒到每一
所学校，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加深对相关
知识的理解。

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内蒙古自
然博物馆策划了“神奇元素在哪里”特
色展览。展览以“元素”为主题，将馆藏
珍稀矿物标本与元素实物模型整合在一
起，通过图文并茂的展板和先进的多媒
体互动设备，深入浅出地科普元素与矿
物的知识，将原本抽象的自然科学概念
具象化，生动直观地展现在公众眼前，
进一步丰富了自然博物馆的科普教育资
源，为广大观众带来一场寓教于乐的科
普盛宴。

展览是文博场馆面对观众最直接的
窗口，是文博场馆最重要的公共文化产
品。呼和浩特市将持续创新文博场馆展
陈方式、提升观展体验，推出更多主题
鲜明、深入人心的精品展览与活动，让
走进文博场馆的市民、游客都能在这片
文化的海洋中畅游。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在 回 民 区 宽 巷 子 ，
百 年 老 字 号 万 胜 永 酱 牛 肉 的 招 牌 格 外 引 人
注 目 。 在 店 铺 门 口 ，肉 香 扑 鼻 ，前 来 购 买 的
顾 客 络 绎 不 绝 。 作 为 呼 和 浩 特 市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万 胜 永 酱 牛 肉 制 作 技 艺 历 经 百 年 依
然 誉 满 青 城 ，吸 引 广 大 食 客 的 ，除 了 这 老 字
号 的 招 牌 ，还 有 风 味 独 特 的 口 感 和 让 人 放 心
的品质。

今年 71 岁的刘凤程是老店的第四代传承
人，他告诉记者，万胜永酱牛肉老店始创于清
朝同治年间，距今已有百余年历史，现今的经
营者已是第五代传承人。万胜永酱牛肉老店
是其先祖刘宽创立的，起始是在祖籍河北沧州
地区，从最初经营屠宰牛羊肉开始，逐步发展
成经营熟肉食品的商铺。在 20 世纪 30 年代，
刘家二代传承人刘国梁认准绥远有销售酱牛
肉的广阔市场，便举家来到呼和浩特，在旧城
九龙湾巷口开设了一家商号，经营自家配方煮
制的酱牛肉，开张后以其独特的味道赢得了广
大顾客的认可。

刘凤程说，老店历经沧桑，一直以来深受广
大 顾 客 的 青 睐 与 认 可 ，不 少 顾 客 都 是 慕 名 而
来，其中不乏一些外地游客。老店始终秉承祖
上加工传统，选料优良，煮制所用的调味品都
是纯天然植物配制加工而成，其中几种还具有
健脾、开胃、降脂的作用。

刘凤程认为，健康的食品才是所有人最需
要的。“万胜永酱牛肉老店将始终遵循老字号
的经营理念，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加美味健康
的酱牛肉。”刘凤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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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舞台，两人唱起来，一块手绢、一把小
扇，唱的是九腔十八调，演的是千军万马来……

“过去演出条件比较艰苦，没有剧场，没有
舞台，地上铺块儿地毯就叫舞台了。演出的时
候难免会遇到刮风、下雨、下雪这样的恶劣天
气，不过看到群众不顾恶劣天气等着看我们的
二人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最好的二
人转唱给观众听。”在安秀珍看来，无论是简陋
的演出条件还是恶劣的天气，都抵不过观众的
一句喝彩、一阵掌声，她说：“当演出得到观众
的认可时，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受父亲的熏陶，安秀珍打小就喜欢上了二
人转 。“从我记事起 ，父亲就总唱二人转的小
帽、大口落子 ，我感觉挺好听的 ，就跟着一起
唱。”说起往事，安秀珍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大人们总会叫我给他们唱一段，我也不害
羞，站在人群中就唱。”正是儿时的懵懂热爱，
让安秀珍在唱二人转的路上走过了 40 余载。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二人转作为一
门综合艺术，讲究说、唱、伴、舞、绝，从 17 岁考
入哲里木盟吉剧团，安秀珍每天几乎都是在排
练厅中度过的。“因为热爱，即使每天排练再辛
苦，心里都是甜的。”安秀珍说。在不需要排练
的日子，安秀珍也没有闲着，她会来到排练厅
看别人唱，反复琢磨：“我可以做到他唱的词我
今天不会，但是明天我也能给它背下来。”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匠心。从学员
到演员再到传承人，舞台早已成为安秀珍心中
的圣地，容不得半点瑕疵。2003 年，二人转《错
中错》获全国第十一届东华杯世界人口日汇演
表演铜奖；2005 年，二人转《铡包勉》获通辽市

“蒙古王杯”第七届科尔沁艺术节最佳演员奖；
2008 年，安秀珍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东北二人转代表性传承人
光荣称号……这些荣誉不仅是对她艺术成就的
认可，更是对她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与传承二人
转艺术的最好见证。

“二人转的传承创新，归根结底是要靠更多
年轻人参与。”对此，安秀珍积极开办二人转表
演艺术班，培训学员百余人次，为二人转的传承
保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经常对孩子们说，
台上唱戏，台下做人，只有不断传递正能量，才
能将我们的传统艺术发扬光大。”安秀珍说。

呼和浩特首届大学生雕塑邀请展展品

北疆印象文化艺术中心
丝绸之路音乐文化艺术馆展厅

孩子们参观丰州故城博物馆

内蒙古自然博物馆展厅

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鸟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