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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苍天圣地阿拉善的火热程度不亚于这盛夏的天气。从首届阿拉善梦想国际啤酒节，到“大美丝路杯”阿拉善 2017 搏击邀请赛，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化旅游节会盛宴，
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7 月末，今年全盟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335.7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33.8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83.1%和 67.6%。阿拉善旅游这轮“朝
阳”，正在祖国北疆冉冉升起。

奔跑吧奔跑吧！！阿拉善阿拉善
□□彭燕彭燕 上帝画下的曲线上帝画下的曲线———巴丹吉林—巴丹吉林。。

乘风破浪正当时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中俄蒙经
济走廊建设的深入推进，阿拉善盟的
区位优势和重要地位更加凸显，必将
成为服务“一带一路”的重要通道，也
为实现旅游功能国际化、拓展国际国
内旅游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巴丹吉
林沙漠、腾格里沙漠、月亮湖入列《“十
三五”全国旅游业发展规划》，阿拉善
梦想沙漠汽车航空文化主题乐园入围
首批“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创建单
位，自治区相继出台进一步加快旅游
业发展的意见及配套政策⋯⋯这些难
得的发展机遇和利好条件，必将推动
阿拉善旅游走进“黄金期”。

年初，全盟国际旅游目的地推进
大会提出，将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作为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抓
手，逐步构筑“大旅游”格局，为新时期
阿拉善盟实施全域旅游发展战略、打
造国际旅游目的地提供了行动指南。

阿拉善盟各部门、各行业按照打
造国际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定位，立足
丰富而稀缺的旅游资源，以“大沙漠”

“大胡杨”“大航天”“大居延”“大民
俗”为支撑，建设五大国际旅游目的
地品牌体系，培育特色旅游功能区，
推进全域旅游深度发展，把阿拉善
27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一个大景
区进行规划建设。

在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发展模
式的转变过程中，“旅游+”与文化、
体育、生态、对外开放等产业联姻，新
业态、新产品百花争艳。越野 e 族阿
拉善英雄会、亚太地区商学院沙漠挑
战赛、“大美丝路杯”阿拉善 2017 搏
击邀请赛等丰富多彩的体育盛会相
继兴起，让“旅游+体育”在阿拉善大
地互融共进；通过挖掘历史文化、民
族文化，阿拉善盟赋予了各个节会活
动深厚的文化底蕴，让“旅游+文化”
内涵叠加；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阿拉善黄河国家湿地公园、营盘
山景观公园、敖包沟生态景观公园的
大力建设，让“旅游+生态”优势互
补；把产业合作延伸至低空旅游、包
机旅游开发建设新领域，让“旅游+
交通”联动发展。

跨进新时代，新一轮旅游产业发
展正扬帆起航，在创建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的进程
中，阿拉善正以如椽巨笔描绘最美苍
天圣地，让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上的
璀璨明珠更加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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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丽夺目的腾格里国际音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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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航天城。

大漠伊甸园——通湖草原。

广宗寺。 呼日勒 摄

起步晚发展快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阿拉善
是偏远、落后、荒凉的代名词，财
政收入低、人口少，经济占比在全
区 很 小 ，旅 游 业 更 是 可 有 可 无 。
在当时全国红火的假日旅游经济
中，阿拉善被远远甩在后面。

1998 年，阿拉善盟委、行署逐
渐从战略高度认识到旅游业的产
业优势和发展潜力，召开了第一
次全盟旅游工作座谈会，盟委、行
署做出要把旅游业培育和发展成
为全盟支柱产业的重大决策。由
此，阿拉善旅游业正式迈入产业
发展新阶段。

旅游业这颗种子播撒在阿拉
善 大 地 后 迅 速 生 根 发 芽 。“ 十 二
五”期间，阿拉善盟累计接待国内
外游客 160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 145 亿元。2011 年，全盟三次
产业结构比为 3：82：15，旅游收入
占 GDP 比重 3.8%，占第三产业增
加值的 25.4%；2015 年，全盟三次
产业结构比调整为 4：68：28，旅游
收入占 GDP 比重达到 15.6%，占
第三产业增加值的 51.4%。

2015 年底，盟委（扩大）会议
吹响了阿拉善打造国际旅游目的
地、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
号角，描绘出构筑大旅游格局的
美好蓝图，开启了阿拉善旅游业
发展的新时代。通过逐步加大对
旅游业的投资力度，整合全盟旅
游资源，该盟打造了一批 A 级旅
游景区并推出多条各具特色的旅
游线路，为阿拉善旅游业快速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全盟
已开发旅游景区（点）30 多处、国
家 A 级旅游景区 19 家（其中国家
4A 级 9 家），发展旅行社 20 家、各
类宾馆（饭店）500 多家（其中星级
饭店 18 家），具备了日接待游客
4.5 万人次的服务能力。

从 1998 年起步到 2016 年接
待游客 640 余万人次。18 年间，
阿 拉 善 旅 游 从“ 蹒 跚 学 步 ”到 茁
壮 成 长 ，旅 游 业 的 快 速 发 展 ，正
改 变 着 阿 拉 善 二 产 独 大 的 产 业
现 状 ，并 成 为 三 产 的“ 龙 头 ”产
业 。 阿 拉 善 盟 旅 游 业 也 被 自 治
区旅游局视为“起步晚、发展快”
的典型范例，阿拉善盟的沙漠品
牌与呼伦贝尔的草原品牌、锡林
郭 勒 的 民 族 品 牌 并 行 成 为 自 治
区旅游主打品牌。

山水美百姓富

“没想到我这个放羊人能扔下鞭子，
干起旅游业。”巴彦浩特镇布固图嘎查牧
民马照锦，1998年响应国家退牧还草政
策，放下牧鞭进城打工。2011 年，他又
返乡创业，在家门口开起了牧家游。得
益于美丽乡村建设和日益繁荣的旅游市
场，马照锦夫妇精心打理的牧家游生意
越来越好，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俗话说靠山吃山，昂茨河和胡杨
林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资源，我们一
定要好好保护利用。”达来呼布镇乌兰
格日勒嘎查牧民额尔登达，依托胡杨林
创办了集餐饮、住宿为一体，并具有浓
郁蒙元特色的“胡杨女人之家”牧家游，
目前年接待游客规模超 7000 人次，年
收入达 20 余万元。在他的影响带动
下，当地越来越多的牧民涉足旅游业，
利用移民搬迁现有的住房、舍饲棚圈、
青储窖及水电设施等基础条件，建设具
有蒙古族特色和风格的家庭旅馆及餐
饮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要金
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近年来，阿拉
善盟将保护绿水青山、发展生态旅游的
理念深深烙入旅游产业发展的每一个
细节，围绕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结合各
旗区立地条件和资源优势，精选符合各
地实际的旅游开发扶持项目。

阿左旗重点开发集节水农业、设施
农业、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等为一体的
现代农业示范区，发展农业观光、休闲
度假等旅游项目；阿右旗重点打造“农
家乐”旅游专业村、“沙漠人家”牧家游
品牌，开发沙漠探险旅游等休闲活动；
额济纳旗立足打造居延文化、土尔扈特
民族文化品牌，重点开发“居延人家”

“土尔扈特风情园”“胡杨村”等旅游专
业村，为游客提供形式多样的旅游体
验。通过旅游项目的精准定位和大力
实施，阿拉善的山水更美了，百姓的腰
包越来越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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