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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看点8

首府多措并举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文/本报记者 刘 惠

开发一批文化旅游
项目、建立非遗保护馆
及多所博物馆、推出3条
精品旅游线路……3月
12日，呼和浩特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
推进呼和浩特市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的实施意
见，未来，呼和浩特市民
将有更多休闲、度假的
好去处。

为使呼和浩特成为
西北地区重要的旅游观
光、休闲度假基地，意见
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到
2020年，呼和浩特市文化
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文
化产业发展体系完备，各
类文化产业基地、项目全
面发展，打造一批国内知
名度较高的文化旅游品
牌景区，开发一批投资规
模10亿元以上的战略性
文化旅游项目，打造一批
文化精品旅游线路，制作
一批以文化旅游资源为
题材的广播电视纪录片
（栏目），推出一批具有地
区代表性的影视作品或
演艺项目，构建具有国际
品牌影响力的文化旅游
宣传平台。文化旅游产业
增加值每年增幅达20%以
上，成为呼和浩特市国民
经济的支柱产业。

建设一批特色文化

旅游项目

意见指出，首府要开
发建设一批品牌文化旅
游景区、民族特色文化旅
游区、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历史文化特色街区等
重点文化旅游融合项目。

重点培育昭君文化
旅游区、敕勒川文化旅游

区、蒙牛工业旅游区、伊
利-乳都科技示范园、神
泉生态旅游度假区、呼和
塔拉旅游区、清水河老牛
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蒙
亮民族风情园、大青山太
伟运动休闲度假村等，升
级打造1~2个国家5A级景
区，重点将敕勒川文化旅
游度假区培育成为国家
旅游度假区，将神泉生态
旅游景区、呼和塔拉旅游
区培育成为自治区级旅
游度假区，形成结构合
理、层次分明的精品景区
体系。

支持发展红色旅游，
完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注重红色旅游与生态文
化旅游、乡村文化旅游的
有机融合，依托乌兰夫故
居、乌兰夫纪念馆、内蒙
古革命历史博物馆、抗日
革命根据地旧址等红色
旅游资源，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讲
好呼和浩特故事，重点打
造武川县、土默特左旗等
红色旅游目的地。

加快创意文化旅游
产品开发，引导文艺演
出、文化创意、影视制作、
新闻出版、文化娱乐等文
化企业和项目向现有文
化产业园区集聚，推进草
原豆思文化创意产业园、
大盛魁文化创意产业园
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
设，按照国家A级旅游景
区标准完善旅游功能；支
持有条件的地区规划建
设文化旅游街区和文化
旅游综合体，在旅游景
区、广场、商业街区、文化
街区等游客聚集区，引入
影院、剧场、书店、休闲书
吧、影视工作室、艺术馆、

工艺品和创意产品商店、
文化娱乐场所等文化业
态，积极培育晚间文化旅
游消费市场，打造文化旅
游特色产业聚集区；鼓励
积极引进知名企业建设
文化主题公园，努力打造
区域性城市旅游中心。

建设一批特色产业

群

意见提出，要加强对
文化产业基地、园区的规
划、认定、调整和指导工
作，对园区、基地实行动
态管理，建设一批高起
点、规模化、代表国家水
准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国
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和一批集聚效应明显的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要建立非遗保护馆，
打造非遗产业基地。做好
蒙亮民族文化演艺广场、
大盛魁文创园北区、内蒙
古奥威蒙元马文化生态
旅游区建设等项目，打造
大正民族产业园大学生
创新实践基地、草原豆思
文化创意产业园、敕勒川
文化旅游产业园区、清水
河老牛湾地质公园、南山
历史文化生态创意产业
园。

推出精品文化旅游

线路

同时，还要推出3条
精品文化旅游线路。

一是以历史文化为
依托，打造内蒙古博物院
-将军衙署-公主府-大
召历史文化旅游区（文化
体验、餐饮）-盛乐智慧商
务研学小镇（特色产业观

光）-敕勒川文化旅游度
假区（生态观光、文化体
验）精品一日游，以及大
青山前坡旅游廊道-太伟
运动休闲度假村-水磨民
俗村-哈达门国家森林公
园（山地森林观光）-得胜
沟司令部遗址旅游区（红
色遗址观光）-蘑菇窑红
色风情旅游小镇（红色风
情体验、餐饮）-李齐沟山
地军旅体验旅游区（红色
运动拓展、住宿）、盛乐国
际机场（呼和浩特特色产
品体验、购物）-盛乐镇
（游览盛乐博物馆、蒙牛、
蒙草、蒙树、草原豆思、奥

威马文化产业园等处，餐

饮、住宿）-敕勒川文化旅
游度假区（生态观光、文
化体验）、东胜卫城古城
遗址公园（遗址参观、演
艺体验）-黄河风情小镇
（休闲、餐饮）-果园自驾
车营地（休憩）-老牛湾黄
河大峡谷（观光、运动、休
闲、餐饮、住宿）等青城二
日游。

二是以城市休闲为
目的，打造“蒙医养生”国
际度假游线：（敕勒川温
泉旅游度假区-天鹅堡温

泉酒店-蒙医药养生基地

-恰台吉有机农业&温泉

养生度假区）、“品味青
城”城市休闲游线：内蒙
古博物院-将军衙署博物
院-公主府博物院-大召
历史文化旅游区、“大美
青城”生态休闲游线：大
青山国家公园-大青山前
坡旅游廊道-沿黄旅游风
景道（黄河湿地公园-神
泉生态旅游区-老牛湾国

家地质公园）、“畅游青
城”风景自驾游线：大青
山前坡风景道、沿黄河旅

游风景道、“万里茶道”旅
游风景道、“百味青城”特
色村镇游线：哈素海小镇
-黄河旅游小镇-盛乐
镇、“商学青城”商务研学
游线：伊利乳业园工业旅
游区-盛乐博物馆-蒙牛
工业旅游景区-蒙羊牧业
股份有限公司-蒙草-奥
威马文化产业园、“动感
青城”冰雪运动游线：太
伟滑雪场-北极光滑雪场
-老牛湾国家地质公园运
动中心。

三是以区域联动为
基础，打造呼和浩特（内
蒙古博物院-大召历史文

化旅游区-哈达门国家森

林公园）-包头（希拉穆仁
草原）-鄂尔多斯（成吉思
汗陵、响沙湾），呼和浩特
（盛乐国际机场-盛乐国
际空港旅游城-东胜卫城

古城遗址公园-神泉生态

旅游区-老牛湾国家地质

公园）-包头（希拉穆仁草
原）-鄂尔多斯（成吉思汗
陵、响沙湾）等精品线路。

建设一批博物馆开

发文化遗产

此外，为支持文化遗
产的旅游开发，要重点建
设昭君和亲文化、古长城
文化、蒙元文化、鲜卑北
魏文化、契丹辽文化、明
清（走西口、旅蒙商、喇嘛
教、万里茶道）文化等历
史博物馆（院），以及农耕
文化博物馆、非遗文化展
示博物馆、红色文化展陈
纪念馆等特色博物馆。鼓
励和支持企业、个人及社
会组织兴办主题突出、特
色鲜明、有重要传承价值
的特色博物馆。

要加强对长城、界
壕、寺庙等历史遗迹的保
护性修缮，挖掘历史文化
内涵，整理人文故事，推
动开发利用。加强对历史
文化遗存较多、底蕴深厚
的古城、古镇、古村、古街
区的保护和原貌恢复，建
设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名街。

培育文化旅游演艺

市场

意见提出，要按照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
业参与”的原则，大力培
育文化旅游演艺市场，
支持优秀旅游城市和旅
游景区建设驻场演艺场
馆，逐步实现优秀旅游
城市和4A级以上旅游景
区演艺场馆全覆盖，提
升文化旅游影响力。鼓
励各类演艺机构进旅游
城市、进景区，依托核心
旅游景区及城镇固定演
艺场所，采用市场化运
作方式，通过承办、合办
等形式，创作具有地方
特色和景区特色的大型
文化演艺剧目。

鼓励旅游景区引进
区内外知名创作运营团
队，运用3D、4D、数字模
拟等高新技术，创新文化
演艺剧目表现形式。按照
“景区+文艺”、“实景+演
艺”等模式，巩固提升《马
可波罗》等精品剧目，精
心创作一批歌舞话剧等
文艺作品，编排一批实景
及舞台演出精品剧目，推
出一批文化体验项目，建
设一批文化旅游示范区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
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