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着气温骤降，青城的冰雪热情却急速升温。11月 23日，马
鬃山滑雪场正式开板，陆续开放4条初级道和部分中级道，夜场也正
式开启了新一轮的滑雪季。

“我滑夜场的次数多一些，周末白天陪孩子练单板。”市民周晓东
告诉记者，“目前，马鬃山滑雪场是呼和浩特市配套设施比较完善的
一个滑雪场，无论是初学者还是中高级雪友的滑雪需求都可以在这
里得到满足。”

冰天雪地是金山银山。呼和浩特市多举措推动冰雪运动、冰雪
文化、冰雪旅游全产业链发展，加速激发冰雪经济活力。

从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呼和浩特市以“青城冰雪奇缘”为
主要脉络，通过“一冰、一雪、一剧、一美食”4大亮点，讲述为期5个月
的青城冬季浪漫故事。同时聚焦“一廊·两轴·五带”，优化组合冬季
文旅产品供给，精心策划跨年夜、花式闹新春等21项冬季旅游活动，
推出了“冰雪奇缘·青城活力探险行”“文化寻根·青城古韵冬行记”

“岁末盛宴·青城冬日庆典游”3条特色线路，让市民、游客可以尽情享
受冰雪和节庆的双重乐趣。

除了丰富的文旅活动和产品外，呼和浩特市还将开展冬季文旅
商促消费活动。围绕景区、酒店、餐饮、购物等消费场景开展线上线
下惠民活动，联合美团、云闪付等平台推出消费券、门票优惠等措施，
更好地满足群众冬季文旅消费需求，让企业得实惠、百姓享欢乐。

当冰雪运动走进百姓生活，人们争相体验滑雪、冰上碰碰车、冰
上卡丁车等冰上竞技活动，尽情享受冰雪运动的乐趣，感受冰雪体育
的魅力。

“这次的滑雪研学活动真是办在了我的兴趣点上，平时我就特别
喜欢滑雪，这次能够跟同学们一起边学边玩，还有专业的教练现场教
学，真是太棒了，期待每年冬天都有这样的活动。”敕勒川绿地小学学
生史皓文开心地说。

近日，一场主题为“缤纷冬日 健康成长”的中小学生滑雪研学活
动正在举行。“依托呼和浩特市冬季优质的冰雪文化资源、完备的研
学旅游资源，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组织开展冰雪运动研学活动，不断探
索体育旅游、研学旅游、冬季旅游的新模式，加大冬季旅游产品供给，
推动文体教旅深度融合，创新文旅融合新业态，进一步提升全市文旅
产业发展的品质。”赛罕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李宜珊说。

“我们在积极承办竞技赛事、进一步完善冰雪运动基础设施、着
力培养冰雪体育后备人才、做好优质服务等方面不断发力，为首府经
济发展注活力、聚人气。”呼和浩特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 12月，呼和浩特市将继续开展“呼和浩特市第五届冰雪运
动季”，主场地东河冰场总规划面积7万平方米，分为冰雪乐园区、冰
雕雪雕展示区、灯光展示区、商品展示区、游客中心5个部分。同时，
在春节期间，还将开展贺新春璀璨绚丽烟花秀和音乐会，营造节日氛
围，并在9个旗县区设立分场地，各开设至少一块公益冰雪场地供市
民免费使用。

今年，呼和浩特市将在各冰雪场地开展群众冰雪健身活动，推进
冰雪公共服务体系均等化，结合人群特点，高效精准开展冰壶、滑冰、
雪上足球等冰雪健身活动，推进冰雪赛事商业化、市场化进程，开展
一系列深受冰雪爱好者喜爱的冰雪品牌赛事活动，让冰雪赛事成为
助力项目推广和产业发展的有生力量。

冰天雪地绽放活力
冬游青城常玩常新

黄河之水天上来，一路奔涌而至，润泽大地造福万物，呼和浩特
市就处在黄河优美的“几字弯”上。

万里长城万里长，内蒙古境内现存长城 7500多公里，总长度占
全国长城资源总量的三分之一。呼和浩特市境内共有历代长城
657.97公里，单体建筑及相关遗存1096余处。“新城区、回民区、赛罕
区、土默特左旗、武川县、和林格尔县及清水河县都有长城遗存，跨越
了战国、秦、汉、北魏、金、明 6个历史时期。”呼和浩特市长城科普学
会会长高晓梅说。

今年，伴随着《再见爱人》《山水间的家》等多档热门综艺节目在
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进行录制，黄河与长
城握手的绝美景观终于是藏不住了。

“看节目里的嘉宾吃的熏鸡好美味呀，那一站的录制地点就是呼
和浩特市！”“嘉宾们还品尝了呼和浩特市的‘冻果’，清水河县的海红
果总算是‘出圈’了！”“奔着草原、骏马来的呼和浩特市，没想到被老
牛湾圈了粉。”今年夏天，来到清水河县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的
外地游客罗女士忍不住赞叹，尤其是她所住的被网友称为“建在悬崖
边的民宿”，站在露台上就能饱览老牛湾的风景。罗女士说：“在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面前，所有的负面情绪似乎都是小事，那种放松和顿悟
的感觉让我此生难忘。”

依山傍水的清水河县，还蕴藏着一项传承 800余年的自治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清水河瓷艺，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
游区为了提升游客的体验感，推出了非遗制作体验活动，绝美的风光
也吸引了书画爱好者到此写生，在得到App创始人罗振宇的直播间
里，呼和浩特市美术馆（书画院）的书画家们就用画笔记录下了长城、
黄河；蜿蜒的道路、尽览眼底的黄河风光，成就了一场场精彩的内蒙
古老牛湾超马赛，越野跑爱好者在这里挥洒汗水、挑战极限、欣赏美
景……

在综艺节目的流量下，还带火了黄河炖鱼，这道菜最正宗的制作
地点，就在黄河中上游的分界线——托克托县。黄河岸边的郝家窑
村，有多家以黄河炖鱼为招牌菜的农家乐，这道菜的特点就是用托克
托县的特产辣椒和茴香，与黄河鱼碰撞出独一无二的香味。每年春
天都会举办的托克托县黄河开河节，到 2024年已经连续举办 5届，
2024年的万人品尝炖鱼活动，更是极大地带动了市民、游客到此观光
旅游。

今年10月2日，好汉山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正式开园。10月初，
距离呼和浩特市秦长城3公里的呼和浩特长城文化博物馆开始试运
营。在户外，游客可以探访长城遗迹，感受历史的痕迹；在场馆，也可
以欣赏文物展品，感受长城文化、北疆文化。

热门综艺来呼录制
长城黄河景观出圈

敕勒川草原风光壮美，老牛湾景色雄浑壮丽，哈素海烟波浩渺、
大黑河花海荡漾……依托雄奇秀美的山水和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不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构建旅游发展新格
局，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诗与远方”。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目光所及，只此青绿。
每逢假期，敕勒川草原成为各地游客漫游青城必打卡的景点。

第一次来到敕勒川草原的陕西游客张嘉慧和她的小伙伴们沉醉于
美景当中，“我是第一次来草原，看到这里的蓝天白云、翻滚着的绿
色波浪和各色花朵勾绘出的草原景象，内心就感觉特别放松，真是
太美了。”

敕勒川草原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部的阴山山脉大青山南麓，是
集草原保护、修复、文化于一体，融合观光、休闲等多功能的自然生
态草原旅游景区。同时，也是离市区最近的草原，被称为呼和浩特
市的“后花园”，成为许多游客抵达呼和浩特市之后观光打卡的第
一站。

此外，在大青山脚下的云上露营小镇，“热带海岛”的布景让人
恍若来到了海岛；走进赛罕区马鬃山民宿，田园牧歌的气息扑面而
来。一幢诗情画意的乡村民居、一条古意盎然的乡间小道、一个山
林野趣中的民间小馆，无不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大力发展乡村民宿产业，推动莫尼山非遗
小镇、老牛湾、恼包村、水磨村等乡村游发展，让市民、游客在青山
绿水中感悟历史记忆、地域特色和乡土风情。

青山绿水相依相伴，呼和浩特市也不例外。
夏日，大黑河碧波荡漾，在彩色步道上漫步，身心愉悦。花境广

场、亲子乐园、滩头花海等景点越来越多，沿大黑河漫步，两岸姹紫
嫣红的花草与碧波荡漾的湖面交相辉映，色彩斑斓的郊野花带，为
大黑河增添了无尽的魅力。

冬日，大黑河清冷静谧，走进赛罕区大黑河水域，成群的赤麻鸭
时而在空中飞舞翱翔，时而在水中嬉戏觅食，为冬日平静的湖面增
添了不少生机。晨曦中，水岸蜿蜒、候鸟翩飞，水面与空气的温差
形成蒸腾雾气，远远望去，宛如一幅朦胧的水墨画。“近几年生态环
境好了，每年冬春两季都有大批候鸟在这里中转停留，成群结队相
当壮观，我们专程来这里记录下这些美丽的瞬间。”摄影爱好者石
玉文不住感叹。

依托大青山、大黑河等生态资源，呼和浩特市不断打造沉浸式
文旅消费新业态。围绕特色美食、露营民宿、民俗文化等主题，推
出露营季、健步骑行、迷你马拉松等系列文旅活动，让市民、游客感
受青城厚重文化底蕴和青城人民的热情好客。

绿水青山常相伴
有诗有画有远方

来到一座城市，走进一家博物馆，已成为一种新的旅游方式。
每逢假期，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博物院、呼和浩特博物馆、昭君

博物院等一众网红打卡点前，总能看到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排起
长队。

呼和浩特市有 2400多年的建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历史遗存
丰富，现有各级各类备案博物馆30家，其中，国有博物馆13家，非国
有博物馆17家；国家一级博物馆4家，获评A级景区的文博场馆共有
17家，“博物馆之城”初具雏形。

作为城市文化会客厅，呼和浩特市各博物馆积极发挥馆藏资源
优势，组织策划各类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展览陈列、文博活动、场
馆服务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积极助力首府文
旅发展。

“自从知道三星堆文物来到呼和浩特市后，一直想带孩子来参
观，今天正好是儿童节，必须陪孩子来感受一下古蜀文化。”6月1日，
市民张先生带着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在呼和浩特博物馆参观。

“问蜀——东周时期的蜀文化特展”自5月18日在呼和浩特博物
馆开展以来，每天吸引着无数观众前来探寻和体验。呼和浩特博物
馆宣教部主任托娅告诉记者，此次展览共展出文物215件，其中一级
文物40件，包括青铜器、陶器、漆器、木牍等，其中以来自四川广汉三
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引人关注。展览一经推出，就迎来了参观热潮，
在国际博物馆日开展当天，展厅内游人如织，首日参观量就已达到
7050人次，一时间呼和浩特博物馆成为青城的热门文博“打卡点”。

为更大限度满足公众参观需求，呼和浩特市各博物馆首次打破
“周一闭馆”惯例，并推出错峰闭馆模式，让市民、游客每天都能走进
博物馆参观。国庆期间，呼和浩特博物馆六院全部延时到18时30分
闭馆，其中呼和浩特博物馆、将军衙署博物院、公主府博物馆、五塔寺
博物馆还分别开启国风演绎文艺演出、“夜观星空”等6场“博物馆之
夜”活动，活动期间延时闭馆至21时。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加大投入，通过科技赋能，让文物“活”了起
来。今年 5月中旬，昭君博物院原创展览“跃马万里——马文化特
展”开展。本次展览创新设置 4个打卡点、两个互动空间和 3D扫描
文物，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近距离感受文物、触摸文物，拉近了博物
馆与游客的距离。

在呼和浩特市，越来越多的博物馆依托数字技术，让文物鲜活可
触可感，全市各博物馆相继推出“云上寻纹送吉祥”“云游博物馆”等
线上系列活动，通过线上拓展、向云端延伸，在打破空间界限的同时，
方便观众实现自由浏览和访问，满足群众多层次文化需求。

博物馆通过提供高质量文化供给，既能提升城市文化气质，还能
增强观众黏性。近年来，呼和浩特市举办了“考古中国——河套地区
聚落与社会研究”2024年度课题推进会、文博进商场、“5·18国际博
物馆日”等活动，打造“回望千年·博物北疆”品牌，开展“博物馆之
夜”、沉浸式演艺等活动。此外，第十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
术博览会在呼和浩特市的成功举办，成为呼和浩特市博物馆集群高
质量发展的新开端，充分展现了首府文博事业发展新成就，有效提升

“北疆文化”的影响力，掀起了首府“文博热”。
连接公众、持续赋能，呼和浩特市各大博物馆正与城市同呼吸、

共生长，徜徉其中，市民文化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也越来越足。

观展推开时光之门
探寻青城前世今生

如果想更快速更沉浸地了解一座城市，看演出是一个很好的
选择。近年来，呼和浩特市最“出圈”的当属举办演唱会。周杰
伦、张杰、邓紫棋、薛之谦、凤凰传奇等明星演唱会纷纷在呼和浩
特市举办，呼和浩特市为了迎接歌迷和粉丝推出了送水、送酸奶
饼，甚至是提供演唱会粉丝妆造的暖心之举。跟着偶像跑遍了大
半个中国的粉丝罗女士说：“来呼和浩特市感受到了一座城市对
歌迷的尊重，这是非常难得的，是在别的城市没有过的体验。”

大型演唱会氛围极佳，本土旅游季驻场演出也是一大亮点，
比如从 2014年开始首演的全景式大型马舞剧《千古马颂》，人马共
舞的和谐画面极具视觉冲击力，成为游客到呼和浩特市必打卡的
演出，近年来，共接待国内外观众 60余万人次。

谈到内蒙古的演出，很多人还会想起“一专多能”的乌兰牧
骑。今年夏天，乌兰牧骑队员们在机场、火车站、敕勒川草原进行
文艺表演快闪，让游客通过一个个精彩的节目感受内蒙古的民族
风情。同时，本土专业文艺院团发扬乌兰牧骑精神，将演出送到
居民身边。“内蒙古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杨钰海和曲协的其他演员
们一同来到学校，为我们表演相声，真是太有趣了，没想到我们内
蒙古的表演也这么丰富。”11月，“送欢笑北疆万里行”系列演出走
进内蒙古艺术剧院，学生们在观看演出后兴奋地说。

内蒙古被誉为“歌的海洋，舞的故乡”，但演出内容不仅仅是
歌舞，还有很多种丰富的艺术表演形式，让很多外地游客惊艳。
内蒙古艺术剧院倾力打造的杂技剧《我们的美好生活》、指挥家叶
尔达执棒的音乐会《祖国颂》、由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联
合中国歌剧舞剧院打造的舞剧《昭君》、内蒙古艺术剧院京剧团的
儿童京剧《火焰山》以及今年呼和浩特爱乐乐团为市民带来的多
场交响音乐会……无论是接地气的民族歌舞，还是兼具技巧与难
度的杂技，抑或是交响乐，都在呼和浩特这片土地上闪耀着独特
的光芒。

指挥家叶尔达说：“《祖国颂》是今年国庆期间推出的演出，选
取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的代表性音乐作品。让市民在聆听
时能够想象到北疆儿女建设北疆的场景，从而了解我们的北疆文
化。”

值得一提的是，想在呼和浩特市看这样高水平演出的花费并
不多。部分场次能够买到 50 元、80 元的惠民票，钢琴教师李云
说：“咱们呼和浩特市的惠民演出政策很棒，尤其是邀请一些知名
指挥家、小提琴演奏家来的音乐会，也能购买惠民票，一张电影票
钱就能够欣赏高水平的现场演出，让我感觉在呼和浩特市很幸
福。”

演出演艺精彩纷呈
多彩文化魅力十足

青砖灰瓦的建筑，沉寂的铁轨，复古的房间，长长的青石板，诉说
着旧时光。2023年年底，百年老站——白塔火车站旧址正式对外开
放，大批市民、游客前往打卡游玩。

近年来，类似这样的网红打卡点，在呼和浩特市越来越多。在
“一廊·两轴·五带”文旅发展布局中，呼和浩特市着力打造区域休闲
度假中心，不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培育现代时尚气息，提升市
民文明素质，营造宜居宜业宜学宜养宜游良好环境。

呼和浩特市，这座拥有独特气质的美丽青城，正变得越来越时
尚，市民幸福感愈加浓烈。

初冬时节的午后，在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周边的各个咖啡店的
人流量不减，一群年轻人坐在店内晒着太阳、喝着咖啡，颇为悠闲。

近年来，东护城河北街在网上频繁“出圈”，被称为呼和浩特市最
全咖啡店网红街，这里成了不少外地游客来呼和浩特市的打卡地之
一。“这儿的各类咖啡、烘焙店都很别致，随便进入一家店，找一个靠
窗位置，享受难得的宁静，感觉特别惬意，下次旅游还会二刷。”来自
广州的游客小陈说。

63岁的市民王女士是东护城河北街变迁的见证者，已在君安小
区居住了近 40年的她说：“以前这条街只有零星的小饭馆、小卖铺，
年轻人很少来，比较冷清。如今，越来越多的咖啡店、烘焙店开在家
门口，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消费，闲余时我也会买上一杯咖
啡，感受下新潮流。”

一头是密集的咖啡店铺、潮流店铺，另一头是古城墙和居民区，
街道办事处通过“老城活化微更新”，深入洽谈街区内的闲置房产出
租事宜，纾解提质、腾笼换鸟，换取老旧社区保护与发展的空间，成功
吸引多家品牌入驻，东护城河北街迎来了新变化。目前，东护城河北
街共有各类特色商铺23家。

除了时尚悠闲“新潮小街”，在呼和浩特市，还可以随时踏上一段
奇趣的艺术探索之旅。

工业风十足的红砖黑钢自身边延伸，远处的古树青山在身后伫
立，这幅生态与人文合力勾画的图景，就在呼和浩特市新晋拍照打卡
地——“回·空间”创意艺术中心。

“这里本身就是一座艺术品，红砖与黑钢的搭配，旋转的弧形结
构营造出一种独特的冷静感，视觉效果很富有层次感。有光的时候，
光线与空间会产生化学反应，照片更具有流动性、通透感、生命力。”
特意来拍照打卡的内蒙古医科大学学生李怡说。

据回民区攸攸板镇宣传委员陈晓玲介绍，西乌素图村农文旅融
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成为城市新的网红打卡
地，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作为村内的地标性建筑，“回·空
间”——乌素图创意展示中心占地 2300平方米，建筑面积 1270平方
米，内设艺术文化展览、艺术家工作室、图书阅览、休闲茶歇等多个区
域，项目盘活了闲置空地，增加了村集体收入。“我们以‘回·空间’为
核心，拓展延伸引入内蒙古书画院艺术创作中心、艺术市集等多业态
艺术场景，逐步形成艺术创作、艺术展陈、艺术品售卖的全流程艺术
产业链，让‘闲置房’变‘文创房’，逐步实现村庄艺术化，艺术产业
化。”陈晓玲说。

如今，新晋网红打卡点庆凯桥、下午茶好去处今喜咖啡、把水龙
头里流牛奶的网络热梗变为现实的青城零号奶站以及在青城驿站售
卖的文创烧麦……这些洋溢着青春、创意的城市新地标、新亮点，让
呼和浩特市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拥抱着新活力，等待着每一位游客
的到来。

网红打卡地频现
解锁城市品质提升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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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一天，你来到呼和浩特市，会把哪儿当作你旅行的第一站呢？是品尝喷香四溢的烧麦，还是策马驰骋在敕勒川草原，抑或

是走进文博场馆寻访城市的文化气质。其实，不管选择去哪儿，拥有2400多年建城史的呼和浩特市都不会让你失望，文博场馆延迟

闭馆、夜间开放，大型演唱会期间的志愿者服务，马鬃山滑雪场针对全国大学生的免票政策……这些暖心之举，为呼和浩特市的城市

吸引力加码，欢迎你在这个冬季来到青城，感受北疆的冰雪与浪漫。

好山好水好风光好山好水好风光 有诗有画有远方有诗有画有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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