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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高路公司雪天安全出行提示

降雪等恶劣天气会影响公众出行。在此，内蒙古高路公司特别提示，雪天

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驾驶员， 务必要稳驾慢行， 保持合理车距， 确保安全出

行。如遇降雪天气，可提前拨打12122服务热线或关注“内蒙高速”微信公众号

查询路况。

包头连续8年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

新报包头讯（记者杨
晓红）

2月7日，记者从包

头市中心血站了解到，包

头市荣获“2014~2015年度

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奖，

这是包头市连续8年4届获

得此项荣誉。

另据了解， 内蒙古科

技大学包头医学院荣获了

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单位

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的杨

海燕老师荣获了全国无偿

献血促进奖个人奖。此外，

619名无偿献血志愿者荣

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

其中金奖62人（累计献血

8000毫升以上）、 银奖104

人（累计献血6000毫升以

上）、铜奖453人（累计献血

4000毫升以上）。

近年来，包头市无偿

献血事业取得了瞩目的

成绩，在广大无偿献血者

的无私奉献和社会各界

的鼎力支持下，2016年完

成总采血量9.13吨， 比去

年同比增长8.15%。 自愿

无偿献血总人数达23984

人次，在支援自治区兄弟

血站急救用血悬浮红细

胞18.6万毫升的情况下，

保证了包头市的医疗机构

临床用血。

两位扮成美猴王的商贩在划分地盘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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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全区各地，按照“全域

+四季” 的旅游发展定位，

深入挖掘内蒙古冰雪草

原、冰雪森林、雾凇、林海

雪原等冬季旅游资源，突

出自然和文化特色， 围绕

“一年四季都是景”， 突出

开发冰雪旅游品牌景区、

冬季品牌旅游线路和全域

服务、 四季皆游的特色旅

游目的地构成的冬季旅游

产品体系， 形成四季品牌

引领、 南北互补、 东西联

动、 城乡一体的四季旅游

发展格局。

2016年冬季， 阿尔山

国际养生度假旅游区游客

络绎不绝。 伴随着纷纷扬

扬的大雪，这里的“冷”资

源带来了“热”效应。游客

与冰雪恣意拥抱， 与温泉

轻柔细语。 百里雾凇观赏

游、千年火山秘境游、百眼

圣泉体验游、 林海雪原穿

越游、 最美林家探访游等

十大主题旅游产品令游客

赞叹不已。 天津市游客陈

鸿文先生说：“阿尔山市四

季都美， 特别是冬季，温

泉、冰雪、林俗等产品各具

特色，怡情养心。”

看吧！在“冰雪天路”

旅游区、 环京津冀冰雪旅

游区、 现代草原冰雪旅游

区、温情大漠冰雪旅游区，

游客络绎不绝， 他们挑战

冷极严寒、 聆听北国风雪

呼啸、感受雾凇曼妙，追寻

契丹遗迹，精彩无限。

“事实证明，重组内蒙

古冬季旅游产品， 让冰雪

资源释放出经济效能是可

行的。”自治区旅游局促进

处处长董利民说。

在赤峰市宁城道须沟

景区， 游客可以先观赏自

然山水， 接着去碧波荡漾

的紫蒙湖乘船游玩， 顺便

品尝有机鱼， 再去观看辽

中京大明塔和博物馆，回

到宾馆泡天然温泉。 这是

当地开展全域旅游的生动

实践。

《内蒙古自治区“十三

五”旅游发展规划》要求，

要以旅游景观全域优化、

旅游服务全域配套、 旅游

治理全域覆盖、 旅游产业

全域联动、 旅游成果全民

共享为路径， 努力构建全

域旅游发展格局。

2016年， 全区旅游业

综合带动效应不断增强、

竞争能力不断提高、 服务

体系不断完善、 营销模式

不断创新、 对外开放迈上

新台阶，“十三五” 旅游业

开局良好。

分类推进，融合发展，
“旅游+”拓宽发展新空间

映日荷花接天碧，小

桥流水到人家。 沙漠驼铃

连声催，笑问客从何处来！

这幅江南水乡和大漠

草原交织的画卷， 是通辽

市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

道精品线路的仲秋景致。

通辽市依托当地生态

资源和文化核心打造了一

条集合沙漠、森林、草原、

湿地、草甸、工矿、农田等

80余处景区、 景点为一体

的品牌旅游线路， 这是当

地旅游+生态+产业的具体

实践。

加快发展全域旅游，

旅游业的提档升级离不开

“旅游+”，多元创新、融合

发展， 推动旅游升级及改

造，丰富旅游功能。

自治区将四季旅游、

全域旅游理念融入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实施“旅游+”

战略， 深入谋划全区新时

期旅游业发展总体目标，

促进全区旅游产业整体提

档升级。

“旅游+生态”，促进生

态系统的保护和合理利

用， 构建以绿色生态产业

为主的地区可持续发展格

局。“旅游+健康”， 开发集

康复疗养、 养生保健于一

体的健康旅游产品， 在阿

尔山、鄂托克旗、敖汉旗、

大兴安岭等地区打造温

泉、森林养生等康养品牌，

推动蒙医蒙药产业创新发

展， 提升传统医药价值。

“旅游+体育”，丰富体系产

品，提高融合发展层次。积

极发展滑雪、徒步、探险等

体育活动。“旅游+研学”，依

托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红

色旅游景区、大型公共服务

设施、知名院校、科研机构

等开展研学活动， 提升游

客综合素质 。“旅游+商

品”，丰富旅游商品品牌体

系，延伸旅游产业链条，拓

宽旅游创收渠道。

此外， 旅游部门与农

业、文化、宣传、交通、住建

等部门建立协作机制，出

台了《关于推进城镇旅游

全域化发展的实施意见》

《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融

合发展的实施方案》《关于

促进休闲农牧业与乡村牧

区旅游发展的意见》《关于

促进蒙中医药健康旅游发

展的实施意见》《关于促进

旅游扶贫（富民）工程的意

见》《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

与交通融合发展的意见》

等，共建融合发展项目库，

整合各方资金和力量，推

进融合发展工作。

旅游+互联网、 吉祥

物、动漫、摔跤表演互动、

时装秀……“旅游+”已经

渐渐发挥出旅游业的拉动

力、融合力，并积极发挥其

催化、集成的作用，为相关

产业和领域发展提供旅游

平台，形成了新业态，提升

了旅游发展水平和综合价

值，带动了各地经济发展。

依托文化，提升品质，
推动旅游业提档升级

内蒙古这片热土，是

草原文明的主要发祥地

和承载地， 蒙元文化、红

山文化、河套文化、契丹文

化……深厚的文化底蕴、

富集的文化资源、 独特的

文化魅力为这片土地增加

了厚重和内涵， 也为当地

旅游业的发展提供着不竭

的源泉。“来内蒙古， 吸引

我们的除了风景就是民俗

和文化。”这是不少外地游

客的心声。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旅游是文化的载体。

去年， 我区各地纷纷

发掘自己的区位优势定

位， 以文化内涵提升旅游

业。

通辽市构建科尔沁

500公里文化旅游风景大

道， 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

融合。 鄂尔多斯市推动演

艺企业进驻旅游景区开展

驻场演出， 推动工艺美术

企业向旅游景区提供特色

文化旅游纪念品， 推动民

俗风情、 民族制作技艺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融入

旅游项目和产品。 呼和浩

特市推动文化馆、博物馆、

美术馆等文化设施向游客

开放，丰富旅游文化内涵。

呼伦贝尔突出绿色草原、

兴安林海、 蒙元文化三大

特色，打造“呼伦贝尔”金

字招牌。提升成吉思汗陵、

元上都遗址、 辽文化遗址

开发档次， 打造文化旅游

精品提升旅游档次， 让世

界各地游客感受到内蒙古

旅游多样化、 多层次的旅

游文化品位。

草原文化节、 草原那

达慕、 特色冰雪文化旅游

活动，草原古都游、蒙古族

历史游、民族风情游、红山

文化探秘游、 辽文化探秘

游等多种富有特色的文化

主题旅游产品， 让旅游文

化产品日渐成熟， 让内蒙

古的知名度享誉各地。

发挥连接俄罗斯、蒙

古国，毗邻8省区的区位优

势，我区围绕“万里茶道”

旅游主题，开发连接俄蒙、

辐射内地的边境跨境旅游

产品， 让中国游客领略俄

蒙的异国风情， 也让俄蒙

游客了解中国之美。 依托

满洲里、二连浩特等口岸，

开发连接俄蒙的跨境旅游

大环线和相邻口岸小环

线， 合力打造着跨境旅游

精品路线， 着力推进跨境

旅游合作区、 边境旅游试

验区建设， 将8000里边境

线打造成内蒙古旅游的亮

丽名片。

提升旅游品质， 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不可或缺。

截至目前， 我区已经基本

构建完成自驾游营地、路

网、服务体系。建成自驾游

营地41个，在建营地39个。

在自治区4条精品旅游线

路上， 基本构建了以高速

公路、 一级公路为主的旅

游主通道，重要旅游景区基

本通三级及以上自驾道路。

建成覆盖全区的旅游厕所

体系，推行“以商建厕、以商

养厕、以商管厕”模式，吸引

社会资金参与厕所建设和

管理。2017年， 全区计划新

建、 改扩建厕所2082座，基

本实现我区主要道路沿线、

旅游节点、交通驿站等旅游

厕所建设全覆盖，为游客提

供温馨、便捷、舒适、卫生的

公共服务环境。

春暖花开， 从旅游资

源大区向旅游经济强区跨

越， 内蒙古旅游业华丽转

型， 向着世界知名旅游目

的地的目标迈进！

（据《内蒙古日报》）

内蒙古旅游业正在华丽转型

庙会上的

你我他

春节逛庙会、 品民俗，

热闹中体会年味儿，欢笑中

找回童真。熙熙攘攘的人群

中，总有一个表情引人注目，

总有一个瞬间成为永恒。

摄
影/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
者于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