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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卖溯源：中华文化交流融合的先遣使
●本报记者 孙岳龙

从种树栽花到重塑城市活力

赛罕区以绿为笔勾勒草原都市新画卷
●本报记者 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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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军苗青 策划

六月的呼和浩特，阳光如同被揉碎
的金箔，均匀地洒在广袤的土地上。当
第一缕晨光掠过广阔山脉，赛罕区的城
市绿化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鄂
尔多斯东街的街角，挖掘机的长臂扬起
又落下，铲斗里的泥土散发着清新的草
木气息；大黑河岸边，园林绿化工人正
弯腰调整花苗的间距，露珠顺着指尖滴
落在新翻的土层中，折射出七彩光晕。
赛罕区正以“增绿、添彩、惠民”为画笔，
在草原都市里勾勒出一幅横跨生态、生
活、生产的“三绿”新画卷。

市民赵女士带着女儿穿过港湾游
园，看着女儿伸手触碰枝头摇曳的花
朵，她很难想象，这片充满欢声笑语的
绿地，一年前还是闲置空地。“现在每天
带孩子来这里晒太阳，闻着花香，听着
鸟鸣，感觉生活都慢了下来。”赵女士的
感慨，正是赛罕区“绿色变革”的生动注
脚——这里的绿化不再是简单的种树
栽花，而是一场重塑城市空间、激活生
活场景的生态变革。

口袋公园：如绿色毛细血管渗入
城市肌理

在鄂尔多斯东街与展览馆东路交
会处，8274平方米的港湾游园已经完
成精彩的“变形”。曾经的闲置土地上，
铺设了崭新的防腐木栈道。采用“绿带
抽稀+疏林造景”手法，通过高低错落
的植物组团，打造“三季有花、四季有
景”的街角花园。

沿着丁香路向北，25578平方米的
丁香游园即将揭开面纱。362株暴马
丁香在道路中分带整齐排列，犹如等待
检阅的仪仗队。园林绿化工人张大姐
正在给一株红丁香浇水，袖口沾满泥
土，她说：“这种红丁香是引进的新品

种，开花时就像一串串红玛瑙，可漂亮
了。”

最令人期待的是“丁香隧道”的设
计——路侧绿化带里，紫丁香、白丁香、
红丁香、暴马丁香、羽叶丁香5个品种依
次分布，高低错落的花枝将在夏季形成
天然拱廊。“等花期到了，经过这里，满鼻
的香，花瓣轻轻落在肩头，就像走进了童
话里的香氛世界。”赛罕区园林建设服务
中心工程师巴特尔蹲在透水园路施工现
场，随手捡起一片丁香嫩叶说道。

港湾游园的建设进入尾声，周边居
民已迫不及待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这
份“绿色礼物”的喜爱。清晨6点，退休
的王大爷在园中散步，他说：“等游园正
式开放，我就可以和老伙计们在这里打
太极拳。这里满眼翠绿、空气清新，最
是惬意。”

这样的场景，正在赛罕区众多口袋
公园与街角微绿地上演。这些“城市绿
洲”如同绿色毛细血管，渗透进城市肌
理，让居民实现了“步行5分钟见绿，10
分钟入园”的生活愿景。

大黑河：从绿化工程到生态IP的
跨越

呼和浩特南郊，大黑河宛如一条绿
色缎带蜿蜒铺展。如今，大黑河沿线
正在实现从绿化工程到生态 IP 的跨
越。在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施工现
场，514株垂柳已形成绿色屏障，平整
后的 7.5万平方米土地上，小草嫩芽正
破土而出。

一河之隔的“花海之约”景区，早已
按捺不住绽放的渴望。1.4万平方米的
马鞭草花田如紫色地毯铺满缓坡，花苗
不断拔高，顶部的花苞正蓄势待发。园
林绿化工人李师傅蹲在花田里仔细拔

除杂草，他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说：“马
鞭草喜欢阳光，我们特意选了这个向阳
坡。等花开了，远远望去就像一片紫色
的海，和对岸的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形
成刚柔并济的景观。”

背景林里，746株山桃与95株云杉
组成的“绿色幕布”蔚然成林。山桃的
粉色花朵与云杉的深绿针叶相互映衬，
宛如大自然的调色盘。

田园景观带的打造同样如火如荼。
280亩景观农作物种植区，旋耕机驶过，
褐色的泥土翻滚着，散发出阵阵土腥
味。“我们将陆续种植低秆红高粱、油葵
花等作物。”施工人员指着规划图说，“到
了秋天，红的高粱、黄的葵花、紫的藜麦，
会形成一片五彩斑斓的景观带。”

38亩的八拜湖已完成地形整理，
湖底铺设了生态防渗膜，岸边将搭配栽
种菖蒲、芦苇等水生植物，形成“湖光山
色两相宜”的郊野景致。

在金桥游园，7300平方米的老旧
木栈道已被拆除，露出斑驳的水泥地
面。施工队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栈道
腐烂严重，存在安全隐患，拆除后，将完
成超 7000平方米外墙立面改造，为后
续文旅项目腾出空间，让整个园区焕发
勃勃生机。”

丝绸之路大道：为城市门户进行
“绿色梳妆”

作为连接大黑河郊野公园的重要
通道，丝绸之路大道南延伸段正在进行

“绿色梳妆”。
针对道路两侧背景杂乱、机动车乱

停等问题，园林部门采用“乔木遮丑+
花灌木添彩+地被固土”的立体种植模
式。最外层是 1067株榆叶梅与 897株
山桃组成的“花墙”，粉色的花朵如云霞

般绽放，将道路与杂乱的背景隔开；中
间层是 495 株国槐与 300 余株彩叶植
物，金叶榆的明黄、紫叶李的紫红、红瑞
木的艳红，让四季都有不同的色彩惊
喜；最底层是麦冬、鸢尾等地被植物，如
同绿色地毯覆盖裸露的土地，既固土又
美观。

在关键点位，工人们正在安装挡车
桩。这些看似普通的设施，却蕴含着设
计者的巧思：表面喷涂了与周边植物相
呼应的绿色，顶部设计成花朵造型，既规
范了停车秩序，又成为道路的装饰元素。

当夜幕降临，丝绸之路大道两侧的
景观灯次第亮起。改造后的路段将与
大黑河郊野公园观光带无缝衔接，成为
展示城市生态形象的“第一窗口”。

“三绿”指标：数据背后的“绿色
哲学”

赛罕区的绿化奇迹，藏在一组组跳
动的数据里：全区公（游）园总数突破
180个，相当于每两平方公里就有一个
公园；绿道总长度达140公里，串联起城
市的各个角落；绿化覆盖率达 45.6%，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18.2平方米，“三绿”指
标持续领跑省会城市。这些数字的背
后，是“绿化为民”的核心理念。

“我们不是为了种树而种树，而是
让每一片绿地都能服务生活、激活产
业。”赛罕区园林建设服务中心主任郭
万胜的话道出赛罕区绿化的深层逻
辑。在大黑河郊野公园，每逢周末就有
上千名游客前来露营、骑行，带动了周
边农家乐的生意；小黑河水岸公园举办
的“草地音乐节”，吸引了数万人参与，
成为城市的文化新名片；口袋公园周边
商铺的租金平均上涨了 20%……绿色
经济效应正在显现。

6 月 13 日，呼和浩特国际雕
塑园池塘内，数十株睡莲悄然盛
放，粉白相间的花朵衬着翠叶浮
于水面，宛若一幅流动的水彩画
卷。这一盎然生机迅速在市民
朋友圈、短视频平台引发关注，
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与市民
纷至沓来。

■本报记者 王劭凯 摄

睡莲盛放
景如画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 宋向华）日
前，内蒙古自治区工信厅在官网上公
示了 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名单，呼和浩特
市的内蒙古中毅法律咨询有限公司、
内蒙古智华知识产权运营有限公司、
内蒙古科信科技创新推广有限公司、
内蒙古常青藤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内蒙
古农资节水协会5个单位入选。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是
开展中小企业服务工作的重要载

体，是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旨在引导全市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平台不断提高集聚服务
资源的能力、完善服务功能，促进中
小企业创新发展。本次认定的 5 个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主要
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技术、法律、
创业、培训等公共服务。截至目前，
呼和浩特市共有国家级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平台 3个、自治区级 19个、市
级 13个。

为进一步提高快递从业人员的
交通安全意识，筑牢物流运输安全
屏障，日前，经开区交管大队宣传民
辅警深入辖区顺丰速运，开展交通
安全宣传活动，为快递员、货车驾驶
员和企业管理者送上实用的“安全
锦囊”。

活动中，民辅警依据快递行业的
特性发放宣传彩页，向快递从业人员
重点讲解闯红灯、逆向行驶、随意变
道、驾车看手机、不戴安全头盔、乱停
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引
导快递从业人员要从细节做起，自觉
抵制各种危险驾驶行为，保障安全出

行。同时建议企业负责人严格落实安
全主体责任，认真组织从业人员开展
岗前交通安全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快
递从业人员的交通安全守法意识和文
明行车意识，提升交通事故的预防能
力，树立企业良好形象。活动结束后，
宣传民辅警还与顺丰速运签订了交通
安全管理服务企业提示函，并张贴驾
驶员倡议书。

此次活动有效提高了快递从业人
员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使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秩序、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进一步保障。

（本报通讯员 张力丹）

本报讯（记者 于亚军）为推动全
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让科学
的健身知识、便捷的健康服务和欢乐
的运动氛围走进社区，6月13日上午，
人民路街道仕奇社区联合内蒙古自治
区体育局在万和体育公园开展“全民
健身‘益’起来 健康你我动起来”内蒙
古自治区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系列活
动。

活 动 现 场 ，体 验 完 健 身 气 功
后，迎来了大家最期盼的趣味运动
会。本次趣味运动会设置了拔河、
齐心协力、车轮滚滚、投掷沙包、同
心击鼓 5 个集体项目，现场气氛热
烈。围观的居民纷纷为自己支持
的队伍呐喊助威，加油声、欢呼声
此 起 彼 伏 ，将 现 场 气 氛 推 向 了 高
潮。

呼和浩特市新增5个自治区级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交警普法进顺丰 守护平安“零距离”

全民健身“益”起来
健康你我动起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句简单的
古语，深刻地道出了美食和地域文化之
间的紧密联系。不同的地理和人文环
境，总能孕育滋养出各具特色的饮食文
化。呼和浩特美食众多，烧卖就是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烧卖早已不是一地独有的美食，由
南至北，它还有捎卖、稍美、肖米、稍麦、
稍梅、烧梅等不同名称。这些名称或源
于销售方式的“捎着卖”，或来自描写外
形的“梢头如梅花”，说法不一而足。言
及这种食物的源头，知名作家邓九刚告
诉记者：烧卖是来自古波斯的一种食
物。有学者认为，“烧卖”一词可能来自
突厥语“shirme”（音，意为皮囊、口袋）
或是蒙古语“suumai”（音，意思是冷却
的点心）的音译。

《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中

记载：李翠莲在夸耀自己的烹饪手艺时
说：“烧卖、匾食有何难，三汤两割我也
会。”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副研究员刘春子告诉记者，《快嘴
李翠莲记》说的是东京汴梁城里的故
事，应发生在宋朝时期。照此推断，宋
朝时就有烧卖了。其中的“匾食”即饺
子、馄饨的统称，和烧卖一样，也是典型
的北方面食。

不过，《清平山堂话本》的编者洪楩
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人，他所记载的故事
只存在于这个话本里，其所述烧卖出自
宋朝的说法现在也已经难以考证。刘
春子补充道：在元末明初出版的专供朝
鲜人学习汉语的教科书《朴通事》上，有
元大都（今北京）出售“素酸馅稍麦”的
记载。该书在“稍麦”的注释上有“以面
作皮，以肉为馅，当顶做花蕊……”“皮
薄肉实切碎肉，当顶撮细似线稍系，故
曰稍麦”之句。照此一说，元朝时烧卖
已经出现，并盛行于元大都了。

关于烧卖的起源虽说法不一，但大
家的共识是：烧卖迎来黄金发展期就是
发生在清代归化城中的事。许多来自
中、俄、蒙的商户为了行事方便，将总部
设在万里茶道上的枢纽城市归化城，使
其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货物中转

站。《绥远通志稿》中记载：“惟室内所售
捎卖一中，则为食品中之特色，因茶肆
附带卖之。俗语谓‘附带’为捎，故称捎
卖。且归化（呼和浩特）烧麦，自昔驰名
远近。外县或外埠亦有仿制以为业者，
而风味稍逊矣。”

盛行于归化城的烧卖随着商贸活
动逐渐流传开来，并在各地出现了不
同的做法。明代《金瓶梅词话》中出现
过“桃花烧卖”，清代《儒林外史》中则
有“猪肉心烧卖”。时至今日，全国各
地烧卖的品种更为丰富，制作手法也
迭代更新。河南有切馅烧卖，四川有
玻璃烧卖，安徽有鸭油烧卖，杭州有牛
肉烧卖，江西有蛋肉烧卖，苏州有三鲜
烧卖，湖南有菊花烧卖……而说到“正
宗”二字，仍然要首推当年的归化城。

“直至民国期间，北京、天津等地的饭
馆也有以‘归化城烧卖’‘正宗归化城
烧卖’的招牌来吸引顾客。”刘春子对
记者说。

烧卖流传得愈加广泛，关于它的传
说也愈加丰富生动。刘春子向记者讲
述了另一种民间说法：烧卖之所以叫稍
麦，是因为北方小麦每年四五月间抽穗
开花，远远望去，麦穗上如同覆盖了一
层白色花粉。花粉越多，麦粒就会越饱

满，预示着收成越好。为了庆祝粮食丰
收，人们就做出了这种包子不像包子、
蒸饺不像蒸饺，形似麦穗的吃食。为了
仿照得像那个样子，烧卖收口处用的白
面粉是事先蒸熟了的。这样，蒸熟的烧
卖顶部那层薄薄的干面粉，就如同成熟
麦穗上的那层花粉了。类似的传说故
事不一而足，都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期望。

民以食为天。美食作为大众的共
同追求，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文化
的载体。它们跨越了民族的界限，丰富
了人们的餐桌，也让各民族之间的联系
更加紧密，成为不同文化在润物无声中
不断交流融合的使者。追溯烧卖的起
源与发展，农耕民族的精致细腻与游牧
民族的粗犷豪放在呼和浩特地区相互
交融的脉络也逐渐清晰。多元一体的
中华传统文化，塑造了更加多元且独特
鲜明的饮食体验。

作为中华美食的一员，烧卖无疑见证
了呼和浩特这座城市中，各民族交融汇聚
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成为地方文
化的独特表达。在美味之外，它更作为中
华文化交流融合的先遣使，在兼具精致与
包容的中华文化传承中，让人们在品尝间
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魅力。

本报讯（记者 杨彩霞）记者从呼和
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了解到，2025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自治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会场暨“北疆非遗
月”活动于 6月 14日在呼和浩特市莫
尼山非遗小镇举办，活动一直延续至7
月10日。

本届“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以
“融入现代生活 非遗正青春”为主题，
持续打造“歌游内蒙古”品牌。主会场
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包括“北疆非遗
月”活动启动仪式、非遗展演展示、敕
勒川草原北疆非遗大集、“非遗项目走
基层”四项主体活动。

活动以非遗展演、区内外非遗集市
为主要内容，汇集近百项非遗项目，邀
请非遗传承人代表、旅游企业代表、道
德模范近200人参加。集中对非遗剪
纸、蒙古族皮艺、药香制作技艺、莜面制
作技艺等20余项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
活态化呈现，生动展示北疆非遗的独特
魅力与深厚内涵。非遗传承人现场进
行技艺演示，市民可以近距离观赏并学
习传统技艺。现场还举行第八批自治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授牌
仪式。

6月 14日至 7月 10日期间，每周

六、日将在莫尼山非遗小镇开展固定
场次非遗展演，即日起在“智游青城”
平台上为市民免费发放 2000张莫尼
山非遗小镇惠民门票，领取方式请关
注“智游青城”微信小程序。

近年来，内蒙古不断扎实做好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以“非遗+旅游”“非遗+产
业”“非遗+文创”“非遗进校园”“线上
直播呈现非遗魅力”等一系列举措，积
极展现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
魅力，取得了显著成果。

截至目前，自治区有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 4项，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98项 106处，自
治区级项目 634项 1079处；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 110人（健在 93人），
自治区级传承人 1087 人（健在 914
人）；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区15个、
传统工艺工作站 12 个、非遗工坊 56
个、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22个、
非遗曲艺书场 5 个、非遗研究基地 8
个、非遗旅游体验基地 19个、非遗特
色村镇24个、非遗特色街区11个、“非
遗在社区”试点 10个、非遗传承教育
实践基地44个。

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自治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会场暨“北疆非遗月”活动举办

本报讯（记者 杨志伟）6月13日，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教育局了解到，为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
合，展示呼和浩特市人工智能教育创
新成果，促进区域间经验交流与资源
共享，探索未来教育发展新路径，呼和
浩特市教育事业发展中心近日举办了
全市中小学教师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创
新案例展评活动，全市中小学学科骨
干教师 200 余人参加了线下展评活
动。

活动中，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方海光教授以《AIGC赋能中小学教育
新生态》为题，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人工

智能生成内容（AIGC）等前沿技术如
何深刻变革教与学的方式，对本次活
动案例进行了点评并提出建议。

案例展示环节精彩纷呈，获奖教
师们化身“教育创新使者”，通过精心
制作的PPT、生动鲜活的视频，在十几
分钟里详细阐述案例的实施背景、具
体过程、显著成果以及独特创新点。
来自不同区域、不同学校的教师们的
智慧相互碰撞，激发了更多创新灵感。

本次展评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
为呼和浩特市中小学教师提供了一个
交流与学习的平台，更为全市教育事
业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呼和浩特市举办中小学教师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创新案例展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