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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哈国际冰雪文化旅游节日前在新疆霍
尔果斯市隆重举行，国内外游客在中国和哈萨克
斯坦边境畅享跨境冰雪购物游的乐趣。中哈霍尔
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广场新建的 5000 平方米的
霍尔果斯国境冰雪风情园里的冰雪雕塑群、冰雪
运动场所、炫光冰舞台等，向国内外游客呈现出
一个宏大炫丽的场景，十数对中方、哈方的新人
在这里举行了浪漫的集体婚礼，展示了中国传统
婚礼和哈萨克斯坦婚庆场景。重点以边境免税区
购物、冰雪游为主题的中哈合作中心跨境游活
动，在让游客享受免税购物乐趣，品尝哈萨克斯
坦的特色美味的同时，充分体验了中亚两国的浪
漫风情和口岸城市的独特乐趣。

年轻城市 自由贸易乐土

霍尔果斯市于今年 9 月 26 日挂牌成立，是在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百年口岸——霍尔果斯
口岸基础上建立的城市，它集边境区、口岸城、
商贸型、国际化特点为一体，是我国面向中亚、
西亚乃至欧洲距离最近、最便捷的开放窗口，更
是我国联通中亚国家新丝路经济带的核心支点，
有“中国西部唯一百年口岸”、“中国西部唯一跨
境自由贸易区”、“中国西部唯一综合运量最大的
一类公路口岸”、“中国西部唯一的离岸金融试点
区”之称。现在已初步形成集游览观光、边境历
史文化体验、合作中心跨境游、免税购物旅游等
多功能为一体的热门旅游景区。其中国门景区是
中国向西开放的标志性建筑，是国家4A级旅游景
区。站在国境线上眺望异国风光，“什么是国家”
的神圣感会油然而生。

市里的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
世界首创、全国唯一的跨境合作项目，于 2011年
12 月封关运营，中哈两国公民或第三国公民、车
辆、物资持有效证件 （护照、港澳通行证及台湾
同胞回乡证），或者在两个入口办理出入境通行
证，可以进入这个合作中心进行贸易、旅游、开

发、建设等活动，是国内外客商投资建设的最佳
“洼地”。这里还是免税购物第一场所，旅客从中
心进入中方境内的，每人每日一次可携带 8000 元
人民币的免税物品”。这里还是体验异国风情的第
一选择。中方区域建有“上合风情园”，是一座集
住宿、中亚风情演艺、美食购物为一体的五国风
情园。哈方区域建有演艺中心，汇集中亚各民族
歌舞表演、魔术杂技，展现了哈萨克传统舞蹈和
现代舞蹈的完美结合。

核心区域 国际物流港

霍尔果斯市抢抓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
要历史机遇，大力发展金融、转口商贸物流、跨境
旅游、跨境电子商务、总部经济、文化等六大产业，
努力打造纺织服装、农副产品精加工、机械装备制
造业加工、生物医药、建材、家电日用品加工、进出
口能源资源、高新技术等八大产业基地，着力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重要支点的排头兵和“国际
物流港、金融港、航空港、信息港和国际旅游谷”先
行区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霍尔果斯市着力抓好 “大通
关” 建设工作。以中哈合作中心和配套区为载
体，加大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贸易
投资往来，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着力抓好“四

港一谷”先行区建设。大力推进国际物流港、国
际金融港、国际航空港、国际信息港和国际旅游
谷建设，按照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
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要求，加快物流
大通道建设。着力抓好城市建设和中哈合作中心
建设，统筹抓好涉及各族群众切身利益的各项社
会事业，努力打造和谐稳定的宜居、宜业城市。

古老口岸 焕发勃勃生机

霍尔果斯市位于伊犁河谷谷口，位于亚欧大
陆桥我国最西端，处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与观
察国整体区域在西部的核心位置，行政区域面积
1908.55 平方公里，辖区人口 8.5 万人，是集边境
区、口岸城、商贸型、国际化特点为一体的综合
性城市。

霍尔果斯市因霍尔果斯河而得名。“霍尔果
斯”一词源出蒙古 （准噶尔） 语，原意为“地多
干骆驼粪”，也可作“最佳游牧地”解，汉唐以来
便以其便捷的交通和丰富的水草资源成为丝绸之
路北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清代初年，这里成为
中国驻防之地，是伊犁索伦营驻防的 6 座卡伦之
一。同治年间，中俄划界后，成为边境哨卡，旧
称尼堪卡。1920 年尼堪卡成为当时新疆最为重要
的对外贸易通道。新中国建立后，尼堪卡正式改
称霍尔果斯口岸，成为中苏贸易的西部最大口
岸，至 1967 年关闭。1983 年，霍尔果斯开通
对苏贸易，使这个沉寂了近 20 年的贸易口
岸重获新生，成为新疆对西开放的一个
重要窗口，也是现今中哈两国陆
路贸易的最大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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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杨，维吾尔语称为“托克拉
克”，意为“最美丽的树”。这些年
来，胡杨又被誉为“荒漠英雄树”。

新疆人爱胡杨。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去荒漠看

胡杨。不少人说是“观赏”，也有人
用“瞻仰”，观赏其绝美，瞻仰其
雄姿。

一位朋友说，面对胡杨老者，
应该是“朝拜”。辞书曰：“朝拜多
指下官上朝跪拜君主，或信徒向
神、佛礼拜。”朝拜源于敬畏。

一棵树在漫长的生长过程
中，会遇到各种大大小小的灾难，

如果它都挺过
去 了 ，经 历 了
时 间 的 考 验 ，
它就会长成为
一 棵 大 树 ，一
棵足以引起人
们 敬 畏 的 大
树。

想 想 看 ，
一粒普通平凡
的 种 子 ，经 过
百 年 、甚 而 千
年 的 修 炼 ，变
成了顶天立地
的 庞 然 大 物 ，
难道不令人肃
然起敬吗？

人世间，没有什么哲学比一
棵不朽的千年老树给人的启示和
教益更多。

散文家周涛叮嘱青年朋友：
“如果你的生活中周围没有伟人、
高贵的人和有智慧的人怎么办？
请不要变得麻木，不要随波逐流，
不要放弃向生活学习的机会。因
为至少在你生活的周围还有树
——特别是大树，它会教会你许
多东西。一棵大树，那就是人的亲
人和老师，而且也可以毫不夸张
地说，它就是伟大、高贵和智慧。”

胡杨如是。
千年的岁月间，胡杨经历了

一个个春夏秋冬、领略了一场场
风雪雷电，它是季节的使者，荒漠
的旗帜。

报刊网络上，赞颂胡杨的诗
文不计其数，众口一词：胡杨者，
英雄树也！

殊不知，英雄也有流泪时。
你看，胡杨枝干一旦出现裂

口，伤口就会流泪，俗称“胡杨
泪”。随之结成淡黄色结晶，是一
种高品质的生物碱，可以食用入
药。

“滴泪成碱”，是因为胡杨对
盐碱有极强的忍耐力、包容性，它
的根深扎到地下十几米处吸收水
分，这些水中含盐碱量高达 50%

以上，又苦又咸……
胡杨没有叫苦。吃得苦中苦，

方为树中杰。胡杨耐碱抗旱，动心
忍性，立世扬名。

适者生存，自然法则。
胡杨另名“变叶杨”。说是胡

杨在生长过程中，随着树龄的增
长，叶形几变，很是奇特。

先看看《西部》主编、作家沈
苇的诗情描述——

“在我身边，现在每一棵胡杨
都是我的亲人：柳叶胡杨像一群
孩子，枫叶胡杨是成熟的男子，银
杏胡杨有一种高贵的女性气质，
而长须胡杨呢，则是胡杨家族中
的智者——美髯飘飘的大毛拉。”

如诗如画，有情有意。
更奇妙的是，有的胡杨集几

种叶形于一身。离地不足一米处
的枝条上叶如柳叶，高一些的呈
现银杏状叶，最高处乃似枫叶。

胡杨叶形变换，绝非好玩，旨
在适应天光地气，以养精蓄锐，延
年益寿。如此神奇美妙的植物枝
叶，唯胡杨树有。

游走胡杨林，令人惊叹的还
有胡杨生死与共的悲壮
气概。

生与死在胡杨中间
唇齿相依，展现出一种同

在与混融。死去的胡杨依然站着，
不肯轻易倒下，一站就是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即使倒地后，还长时
间保持着倔强的身影；而在它身
边，站立着活的胡杨，明示后继有
人。我们还常常见到，一些高大的
胡杨早已老去，树心已成空洞，但
伸展向前方的枝叶绿意盎然。

“它死了，它活着。
在处处衰朽的外貌下顽强地

活着，
在种种艰苦的压迫下扭曲地

活着，
在时时寂寞的荒凉下勇敢地

活着，
最终，获得不朽。”
——诗人如此赞叹。
胡杨值得朝拜。
每多一次朝拜，对胡杨的了

解就会更进一步 ，对胡杨的情意
就会更加深切。

我来到木垒县几年，数次前
往胡杨林，感慨颇多。

在南疆工作时，多次去那里
的胡杨林，常常为之惊叹。而木
垒的胡杨，则让人感到震撼。

巨大、苍迈、坚毅、淡定。
木垒胡杨，气贯长虹。
王春亮先生历时 30 余年，

60 多次进出木垒胡杨林，为四
季胡杨拍摄了几千张照片，由此
推出摄影集 《朝拜胡杨》，为木
垒胡杨立传扬名，功不可没。

愿木垒胡杨传唱四方。
（作者为新疆木垒哈萨克自

治县县委书记） 摄影 王春亮

朝朝 拜拜 胡胡 杨杨
王志华王志华

托
乎
拉
苏
—
—

离
城
市
最
近
的
黄
金
草
原

王
宝
君

方
红
卫

托
乎
拉
苏
—
—

离
城
市
最
近
的
黄
金
草
原

王
宝
君

方
红
卫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市揭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市揭牌

▶托乎拉苏
景区大本营

▶托乎拉苏
景区大本营

哈萨克牧民的自制美味哈萨克牧民的自制美味

翻过大山就到

“托乎拉苏”在哈语里是“直线翻越”或“一
直往前走，翻过大山就到”的意思。相传一年盛
夏，一群维吾尔族商人途经这片草原前往精河，
向牧民询问捷径，牧民便指着北边的“库色木契
克”说：“托乎拉阿索乌。”后人们取其音变“托
乎拉苏”而得名。

托乎拉苏大草原位于伊宁县以北科古尔琴
山，拥有高山草原、百里雪山、千年冰川、千年
古松、千年胡杨、峡谷栈道、湿地溶洞，是一处
名副其实的都市草原。距伊宁市 60公里，距县城
40公里，占地1.5万公顷、平均海拔2100米，是古乌
孙国的千年夏牧场，众多的乌孙古墓带来了远古时
代的气息，是人们感受草原魅力，体验草原文化，休
闲、度假、避暑、摄影、探险、徒步、滑雪、赏雪、疗养、
会议、自驾游的理想之地。

一带五区一站

2012 年，伊宁县托乎拉苏旅游有
限公司果断确定了“突出优势、整合
资源，将景区做大、做活、做强，带
动旅游、就业、餐饮、购物等消费，
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的发展思路，
提出了“4.22亿元景区投资计划。在旅
游行业专家的启示规划下，提出了景区
建设“一带五区一站”的布局。一站是
将伊宁县伊宁宾馆作为景区的主要接待
站，随着景区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和游客
接待量的不断增加，发挥它接待基地的
重要作用；五区是指建设草原休闲娱乐
区、原住生活体验区、草原养心度假
区、峡谷户外拓展区、雪山探险区；一
带是建设一条长约 60 公里的牧歌草原
风情大道，形成托乎拉苏草原的旅游大
环线。

两大核心区域

景区现已形成大本营、五媳妇沟两大
核心接待区。均可同时满足 500 人住宿、

1000人就餐。
大本营位于托乎拉苏大草原西侧，是景区

第一接待中心，以接待旅行团、会议、聚会，
开展户外娱乐、拓展训练活动和提供餐饮、住
宿等。大本营经营特色主要有新疆美食、哈萨克
文化、民俗舞蹈、历史文化展示等。近年来，在
大本营相继举办了“阿肯弹唱”、“陆虎”中国行
托乎拉苏、草原文化活动节、徒步节、帐篷
节、烧烤节、摄影节、篝火晚宴等大型活动百

余次，关注人群达数百万人，直接参加 20余
万人，得到了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为提
升景区特色，大本营近年来试种了高山薰
衣草，因长势好，整个夏天，大本营都在
熏衣草浓香笼罩之下。

五媳妇沟为核心观景区，拥有总长 45
公里的五媳妇沟大峡谷，崖宽2米—80米之
间，最大落差达 400 米，谷中流水清澈透

明、植被茂密，峡谷两边是数万亩古杉树林
和胡杨林，栖息有多种野生动物，是夏天避暑

胜地。为便于游客观光，五媳妇沟附近修建了 2公里木制栈
道、12公里峡谷钢制栈道观光环线。住宿毡房内部舒适大气，宽敞明亮，空调、

浴室、洁具一应俱全；就餐毡房室内装饰除具民俗特色之外，更加入了现代元素，毡
房的一半墙面被制作成了落地窗式，不但采光好，而且能让游客在就餐之余欣赏帐外优
美景色，这样的毡房多建在悬崖峭壁间，可容纳40名游客同时就餐。

四季景色迷人

这里景色迷人，春夏
季节，绿茵如毯，野花
怒放，劲松挺俊，碧水
长流，皑皑雪山映衬下
的“黄金草原”辽阔无
边，峡谷雄浑壮美，觅
食的牛羊似云朵般缓缓
飘动。秋季遍布奇花异
草，牛羊肥壮，蓝天白
云，秋高气爽，遍地金
黄。漫漫冬季白雪茫茫，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置
身其中，心态宽广。

来到这里，白天可游
荡于偌大的草原，体验古老
哈萨克牧民的马背生活，品尝热
情好客的哈萨克族牧民的奶茶、小吃、手抓肉、特色马肠马肉、高山冷水鱼等绿色美味食
品；在广袤的草原上观赏天山雪豹、天山马鹿、雄鹰、野山羊、野猪、狼、狐狸、旱獭、胡
杨、松柏、榆树、野杏、野苹果、野核桃、野山楂、野草莓和各种野花、野菜；品味哈萨克族牧
民的“姑娘追”、“叼羊”、“阿肯弹唱”等民俗风情；欣赏能歌善舞的哈萨克牧民的诗歌对唱和各
种哈萨克舞蹈、音乐。疲惫之余，惜古追今。夜宿草原酒店或哈萨克毡房时，听一曲美妙的《草原
之夜》，何等的惬意！

近年来，托乎拉苏景区开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景区已投资亿元以上，其中道路投资
6600余万元，景区建设投资 7000余万元，建成大本营和五媳妇沟等多处景
点，年接待游客能力可达 20 万人次。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
游局专家实地考察，托乎拉苏大草原已评定为国
家4A级风景区，目前，国家5A级
景区正在申报中。

压 题
图 ： 霍 尔
果斯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