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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来自黑龙江省 62岁的葛相生老汉在珠江小区眼界火锅店内
和家人抽闷烟，他举家三代五口人不吃不喝要支出 20万元的房租、水电
等基本费用，高物价和经营成本让这个五口之家一年赚不足 5万元。

空旷。从鄂尔多斯市政府一直前行鳞次是成吉思汗广场、太阳
广场、巨力广场、蒙古象棋广场、亚洲雕塑艺术主题公园和人工湖广
场等六大标志性广场，然而利用率极低成为摆设。

下午 3时左右，记者一
行又驱车前往新区管委会，
在康巴什管委会的南侧，记
者看到了一块指示牌，上面
写着“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而一眼望去，却没有见到任
何的建筑物。

“当初北区建设的时候就定义为康巴什新区的‘后花

园’，光区域内的道路就有 16条，差不多有 54公里，不仅
在内蒙古自治区，乃至中国西部都是功能设施最为齐全、景

观环境最为优美、品位档次最为高端的文体功能拓展区。”

11 月 29 日，是记者探访“鬼
城”的第三天，也是住在和康巴什紧
挨着不到 15 公里的伊金霍洛旗的第
一天。
“你们现在去康巴什会展中心？

那里晚上人都很少，现在白天去更
是没有人，都锁着门呢。”得知记者
要去康巴什会展中心的目的后出租
车司机姜师傅说。

宏伟气派的
文化建筑

出租车飞快地向康巴什方向驶
去，“姜师傅，康巴什当地都有什
么文化建筑？”坐在后排座椅的一位
记者问了起来。
“哎呀，那可多了，有你们去的

会展中心，有图书馆、博物馆、民
族剧院，还有公园等等。”姜师傅
说。

经过记者和姜师傅的沟通交
流，姜师傅同意给记者当向导，
“你们说想去哪我都知道，在这开
了五六年的出租车了嘛。”姜师傅
笑着说。

大约有十几分钟的工夫，出租
车就进了康巴什新区，“你们看看，
这里除了盖房子就是这些文化类的
建筑施工工地。”以为记者还没有来
过康巴什新区的姜师傅指着车窗外
告诉记者。
“会展中心是康巴什新区七大文

化建筑之一，是鄂尔多斯市的城市
标志性建筑，主体外观造型为蒙古
包、马鞍，广场设计以哈达为元素，
象征着鄂尔多斯人民的热情好客。”
姜师傅指着会展中心笑呵呵地给记
者介绍。

记者指着前两天见过的一座类
似椭圆形状的高大建筑问姜师傅，
“这是什么建筑？”
“这是博物馆，在康巴什，当地

人都称博物馆为‘鸟巢’，它的外观
和气势都是模仿北京的鸟巢所设计
建筑的，在当地算得上是标志性建
筑。”
“我还是带你们去北区看看吧，

那里的建筑更漂亮。”姜师傅说完就
把车开向了北区方向。
在康巴什北区，民族团结主题

公园项目就坐落于此。

“这个项目占地差不多有 4400
亩，在成吉思汗广场那个什么新区
政府说的中心景观轴线延伸线的北
端。”姜师傅说。

下车后，记者在主景观节点民
族团结广场上看到，有很多红色柱
子，记者仔细数了数有 56根。
记者仔细观察到，柱头和柱础

就像北京人民大会堂东侧门柱的图
案元素，柱体周围则采用了醒目的
“中国红”作为外装饰，每一根柱子
上都精心雕刻出一对身穿节日盛装
载歌载舞的青年男女。
“这是国庆 60 周年时北京天安

门广场 56 根民族团结柱的复制品，
由北京市政府赠送给鄂尔多斯市
的，好像是由新区公用事业管理局
负责安装的。”姜师傅回答道。
记者一边往里面走一边发现，

遍布在这个民族团结主题公园里面

的有民族团结门、民族团结广场、团
结路、民族团结博物馆、民族塔、草
原之梦主题营地、民族生活馆、蒙古
风情园、儿童乐园、民族风韵特色酒
店等 10余处特色景观节点。

姜师傅表情凝重地说，“建造这
些东西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
人力。”
“当初北区建设的时候就定义为

康巴什新区的‘后花园’，光区域内
的道路就有 16 条，差不多有 54 公
里，不仅在内蒙古自治区，乃至中国
西部都是功能设施最为齐全、景观环
境最为优美、品位档次最为高端的文
体功能拓展区。”姜师傅说。
“我们出租车司机参加过新区管

委会统一组织的专门培训，给游客介
绍新区的相关知识，所以懂得多些。”
姜师傅笑了笑。

看到记者兴致勃勃地观赏着景

物，姜师傅和记者聊得更深了。
“2009年的第十一届亚洲艺术节

和 2010年的首届国际那达慕大会暨
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都是在鄂尔多斯举办的，
当时是有 15项还是 16项体育活动是
在康巴什新区举行的，那时的人很
多，有很多游客还有观众。”姜师傅
说。

看到记者的眼神，姜师傅又接着
说，“ 2010 年夏天，中央电视台
‘心连心’艺术团还来鄂尔多斯慰问
演出，当时的主会场就在鄂尔多斯。”

从姜师傅的语言和表情上，记者
仿佛看出了姜师傅还为那个时期繁
华热闹的集结而感到兴奋和激动。
“那边还有鄂尔多斯国际赛车场，

在那里举行赛车比赛，成功举办过好
几场国际赛事，那里的赛车迷也比较
多。”

宏伟气派的博物馆、富丽堂皇的图书馆、美妙绝伦的文化艺术中心，扎堆矗立在康巴什新区，然而，

气势磅礴的外观景象却丝毫掩盖不了里面的冷清安静与空荡，“没有人来”正诉说着它们的悲伤与凄凉。

危情探源直指文化短缺

本报记者 王静宇

吃过午饭，记者走访了康巴什的“中国民族艺术展览中心”。
地上空着的是规划整齐用白线标注好的一个个空停车

位，只有一位保安站在门口自动推拉门的里面，门口旁边的玻
璃上布满了沙尘。
“这里怎么没有人，那么冷清啊。”记者走进大厅，看着门

口的保安说。
“是没有人，本来来的人就少，今天又不是周末。”这位保

安告诉记者。
“以前人多不多呢？”记者问到。
“我不太清楚，我刚来这有 3个多月，来的时候就和现在

差不多，有的时候会有点人。”这位保安回答道。
记者缓缓向里面走去，大概用眼睛扫了一下之后，来到了

洗手间，在洗手间的对面墙上写着“网吧，酒吧，KTV，茶水室
等等”，前面用蒙古文写的字好像是楼层分布，记者猜想着。

为何在“中国民族艺术展览中心”里面还有这么多休闲娱
乐的地方，记者百思不得其解。
“说是民族艺术展览中心，可是当地人都不去看，民族艺术

有什么好看的，为了吸引人气，就改造添加了一些消费设施。”姜
师傅解释道。“其实不光人口少，康巴什当地人的生活理念还
达不到高度，不会享受生活，生活档次也低。”姜师傅说。

当记者问及何为生活档次低时，姜师傅数着手指头说，
“喝酒、打牌、唱歌、洗澡就这些生活消费方式，像你们北京人
那个什么喝喝咖啡看看电影喜好个艺术品的很少很少。”
“那边有三座相互倾斜仿佛要倒在一起的建筑物就是图

书馆，你们可以过去看看。”姜师傅说。
随后记者来到了图书馆，空荡的停车位、被风沙遮住的外

墙体依旧显示了它的“孤单寂寞”。
“对了，剧院那里前段时间汪峰来过康巴什举办过演唱

会，当时的宣传图像还在那呢。”姜师傅说。
下午 3时左右，记者一行又驱车前往新区管委会，在康巴

什管委会的南侧，记者看到了一块指示牌，上面写着“文化创
意产业园区”，而记者一眼望去，却没有见到任何的建筑物。
“现在都是在建设中，你看这些被挖出来的沙土，还没开

始盖呢。”姜师傅告诉记者。
“什么时候这里开始建筑施工呢？”记者问道。
姜师傅摇了摇头，“这个不知道，只是确定这里肯定是建

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具体的你可以问问管委会那边。”
走访完康巴什的文化建筑物，记者想起了在北京稀缺资

源的停车位，市民每天大早上在公园和某些广场晨练的情景，
还有拥挤不堪的地铁与公交、人山人海繁华热闹的电影院和
一些购物广场，不知道康巴什新区的居民真的生活幸福吗？

记者在某建筑施工的墙体上看到“努力打造中国西部生
态宜居城市”宣传标语，“现在康巴什新区提出建设科学新区、
魅力新区、和谐新区的建设目标，鄂尔多斯也提出努力打造现
代之城、宜居之城、魅力之城、希望之城、和谐之城的口号和目
标。”姜师傅说。

人口少造成场馆冷清

渴望。前不久举办的汪峰“春天里”个人演唱会并没给鄂尔多斯的房市带来温暖。

孤独。27 日下
午，在鄂尔多斯
人工湖畔，5 岁
的小朋友王贤
全独自一人在
儿童城堡里高
兴不起来，他渴
望有更多的小
朋友来一起玩。

遮羞。鄂尔多斯广场售楼处的员工在阻止记者拍照，大
多的房地产企业销售不善，项目负责人或投资商不见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