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旅游产品为载体 集中展示丰富的地域文化
结合文化资源、四季气候、环境等实

际，锡盟规划布局了以体验休闲为主的生
机暖春季、以生态度假避暑那达慕为主的
激情盛夏季、以多彩草原浪漫自驾为主的
温情金秋季、以尽享冰雪为主的壮美银冬
季四季旅游产品体系，集中打造以元上都
为主的蒙元历史文化旅游产品。

以“感悟敖包文化、畅游辽阔草原”为主

题的生态文化旅游产品。以大型实景剧
《蒙古马》、音乐剧《梦之都》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为主的艺术文化演艺产品。同
时，制作了《唱游锡林郭勒》等音乐宣传品，
摄制了《映像·锡林郭勒》系列形象宣传片，
拍摄了电影《狼图腾》，目前正在拍摄影视
剧《忽必烈》。联合蒙俄打造“茶叶之路”国
际文化旅游品牌，组织举办“茶叶之路”文

化节、重走“茶叶之路”中俄蒙国际汽车自驾
集结赛等品牌活动，推出了以茶路驿站、跨
境自驾异国风情为主的边境文化旅游产品，
面向蒙古国东部及俄罗斯东北边境地区的

“寻找成吉思汗的足迹”跨境精品文化旅游
线路，以银色锡林郭勒草原冰雪嘉年华为主
的冬季冰雪文化旅游产品。

充分利用节庆活动挖掘和展现锡盟丰

富的文化资源，充实旅游内容，承办了内蒙古
冬季那达慕暨蒙古族服装服饰艺术节，组织
旗县市（区）举办了锡林浩特国际游牧文化
节、多彩西乌珠穆沁草原民俗风情节、元上都
文化旅游节、太旗御马文化节、苏尼特骆驼文
化旅游节、“感悟敖包文化，畅游辽阔草原”敖
包文化节、乌珠穆沁白马文化节、阿巴嘎黑马
文化节等旅游节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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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生水起正当时
——锡林郭勒盟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综述

◎《锡林郭勒日报》记者 孟丽鹏

1 月 9 日，在苏尼特右旗举办的“巨弘”第十二
届骆驼文化节开幕。苏尼特右旗是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苏尼特双峰驼的主要产地，享有“骆驼文
化之乡”的美誉。近年来，该旗积极调整产业结
构，深入挖掘骆驼文化，自 2007 年至今已举办了
十一届骆驼文化节，充分展示了苏尼特骆驼文化
魅力，成功塑造了苏尼特双峰驼的旅游品牌，有
效带动了骆驼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广泛宣传了苏
尼特草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俗习惯，促进当地
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

1 月 13 日，2018 年银色西乌珠穆沁——草原
冰雪那达慕开幕。期间,开展了乌珠穆沁新创歌
曲大赛、成吉思汗白马颂音乐晚会暨乌珠穆沁新
创歌曲颁奖晚会、民族商品展暨中蒙商品展销

会、“乌珠穆沁杯”蒙古族传统射箭比赛、滑冰比
赛、第九届乌珠穆沁骆驼文化节、蒙古族搏克比
赛、五人制雪地足球比赛、蒙古象棋比赛等 20 多
种赛事活动。

1 月 16 日，2018 年银色锡林郭勒“马背上的歌
声”锡林浩特市冬季那达慕开幕式暨 2018 年全市
冬季文化旅游活动启动仪式在凤凰马场举行。
本次是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搞活冬季文体旅
游产业的重大举措，为锡林浩特市全域旅游、冬
季旅游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进一步提升“中国马
都·草原明珠”品牌影响力。

1 月 16 日，2018 年多伦诺尔冬季冰雪旅游文
化节暨多伦诺尔第二届冰雪那达慕在多伦县白
音部落旅游度假区拉开帷幕。此次活动打造冰

雪旅游品牌，推动全域旅游及冬季冰雪旅游产业
蓬勃发展。

1 月 24 日，东乌珠穆沁旗第十二届“银色乌珠
穆沁”冰雪那达慕开幕。近年来，该旗按照文化旅
游深度融合的发展思路，着力打造“四季乌珠穆
沁”文化旅游品牌，已发展成为集文化、旅游、体
育、商贸以及对外合作交流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
旅游活动，对充分展示乌珠穆沁草原灿烂的游牧
文明、源远流长的乌珠穆沁文化起到积极的促进
作用。

丰富多彩的冬季那达慕让锡林郭勒草原的冬
天格外热闹，不仅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还
有效提升了锡盟的文化旅游品牌，也向社会各界
展示了近年来锡盟文化旅游工作的丰硕成果。

文化产业支撑 打造旅游品牌
近年来，锡盟积极推进“旅游+文化”

战略，围绕蒙元文化、绿色草原、民俗风情
鲜明特色，从规划入手，加快文化的挖掘
整合。依托“阿巴嘎、察哈尔、乌珠穆沁、
苏 尼 特 ”四 大 部 落 文 化 ，分 四 大 片 区 对

全 盟 旅 游 发 展 进 行 规 划 布 局 。 以 建 设
“中国马都”为重点，包括锡林浩特市、阿
巴 嘎 旗 在 内 的 中 部 片 区 ；以 原 生 态 草 原
为特色，包括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
旗 和 乌 拉 盖 管 理 区 在 内 的 东 部 片 区 ；以

蒙元文化为特点，包括镶黄旗、正镶白
旗、正 蓝 旗、太 仆 寺 旗、多 伦 县 在 内 的
南部片区；以二连浩特口岸边境跨境旅
游为支撑，辐射苏尼特右旗、苏尼特左
旗 的 西 部 片 区 。 到 2020 年，锡盟计划

建成以“元上都遗址”“中国马都”为代表的
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化旅游景区和一
批文化旅游重点项目，把锡盟打造成为国
内外知名的蒙元文化和草原生态旅游目的
地。

加强旅游文化内涵挖掘 带动景区和项目建设
以蒙元文化和历史文化为重点，打造了

元上都遗址景区、乌兰五台景区、锡林郭勒蒙
元文化园、贝子庙文化景区、多伦文化旅游产
业园、汇宗寺景区。以马文化为重点，打造了

“中国马都”景区、太仆寺御马文化产业园及

风情马镇。以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为重点，
打造了锡林郭勒千里草原风景大道、锡林郭
勒盟野生动（植）物观光园、蒙古汗城景区、别
里古台扎桑景区、锡林河草原旅游度假村、游
牧部落景区。以地质文化为重点，打造了二

连盆地白垩纪恐龙地质公园、苏尼特左旗宝
德尔石林。以边境文化为重点，打造了二连
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二连浩特和苏尼特边
境文化旅游区。

2015 年以来，全盟文化旅游项目累计

完成投资 53.9 亿元。目前，锡盟已成功创
建 6 个 4A 级景区，元上都遗址景区正在
争创 5A 级景区，二连浩特市正在创建国
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中蒙跨境旅游合作
区及中蒙边境旅游试验区。

增强党报传播能力

，提升党报宣传效果

□《乌海日报》记者 杨勇

“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不
落长江不呀不起飞⋯⋯”上午九
点钟，61 岁的崔兰生准时来到海
勃湾区新海社区的活动室，和海
之梦合唱团的老伙伴们一起练
习合唱《嘎达梅林》。“以前我担
心退休之后生活会很单调，现在
参加了社区专业的合唱团，心情
变好了，人也越活越年轻了。”崔
兰生高兴地对记者说。

抑扬顿挫的歌声，充满精气
神的嗓音，专业的合唱水准，尽管
成立还不满一年，但这支团员平均
年龄为 55 岁的合唱团，在乌海市
已小有名气。如今每逢合唱团排
练时，小小的活动室内就会变得格
外热闹，优美的歌声丰富着社区居
民的文化生活，也吸引了不少老年
人加入到合唱队伍中。

“合唱团刚成立时还不到 10
人，现在团员已经增加到 80 多
人，大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都很
高。去年 11 月，我们自掏腰包到
海南省参加了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合唱比赛，还获得了铜牌，
合唱带来的快乐，让我们每个人
都感到很幸福。”海之梦合唱团
团长秦艳玲说。

时代在进步，幸福生活的内
涵同样发生着变化。乌海市人
口老龄化程度较高，如今老年人
不再只满足于“物质养老”，“文
化养老”正在成为他们向往幸福
生活的新追求。

“我想学习书法，现在能报名
么？”“这个专业的名额基本已经满
了，不过舞蹈和器乐专业还能报，
您可以考虑一下。”

隆冬时节，刚退休的朱文凤
顶着寒风来到市老年大学，因为
热爱书法，她希望在这里通过专
业学习提高书法写作水平，可没
想到这个热门专业竟然是“一座
难求”。

“每年等不到开学，各专业
报名人数基本就满员了。有些
岁数大的老年人，一学期还要学
好几个专业，他们也都想圆个大
学梦。”市老年大学校长杜鹃告
诉记者。

结伴儿走进教室，学习琴棋
书画、吹拉弹唱，老年大学作为

“文化养老”的重要阵地，在受到
老年人欢迎的同时，更为“银发
时代”增色添彩。2017 年，市老
年大学在原有 15 个专业课的基
础上，又新增了瑜伽和朗诵两门
课，以满足老年人日益多样化的
精神文化需求。

“以前老年人来这儿学习，
主 要 以 锻 炼 身 体、打 发 时 间 为
主 ，现 在 人 们 更 加 注 重 培 养 兴
趣，通过追求更高水平的精神享
受，不断充实自己，提升晚年生
活品质，获得幸福感。”杜鹃深有
感触地说。

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构建养
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
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
事业和产业发展。作为未来五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老龄事业路
线图，十九大为老有所养、老有
所乐、老有所安指明了方向。为
构建新型养老服务体系，乌海市
积极把文化根植于养老的每一
个角落，将传统的“物质养老”转
化为有品位的“文化养老”，让养
老事业的含金量更足。

近年来，乌海市不断完善覆
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提
升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功能，
配备了图书阅览室、书画室、棋
牌室等，满足了老人就近读书看
报、文化交流，才艺展示等多方
位的需求。乌海市还建立以专
业文艺人才为骨干，业余老年文
艺人才为辅的基层文化志愿服
务队伍，众多艺术合唱团、舞蹈
队、书画摄影社等基层老年文艺
团体常年活跃在基层，展示了老
年人的风采，丰富了老年人的精
神文化生活。

书声琅琅、舞姿翩翩、歌声嘹
亮、笔墨留香⋯⋯“文化养老”已融
入到乌海市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中，

“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的晚年生活，让老年人的幸福感
不断提升。

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 培育发展“牧人之家”
“牧人之家”是锡盟旅游的雏形，也是锡

林郭勒草原文化旅游的缩影，具有承载蒙古
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功能。牧人之家
从最初开展骑马、乘驼、射箭、制售工艺品和

奶食品、进牧户做客等游牧文化体验活动，发展
到现在能够开展非物质文化展览、举办草原那
达慕等文化旅游活动，规模不断扩大，服务内容
日渐丰富，接待能力和水平逐步提升。

截至目前，全盟在册牧人之家（农家
乐）达到 487 家，其中星级牧人之家 90 户

（五星级 3 户、四星级 12 户），直接从业人
数 3217 人，全年累计接待游客 201 万人

次，营业总收入 1.37 亿元，户均利润 11.5
万元，人均纯收入 1.48 万元。“牧人之家”
旅游已成为展示蒙古族历史、体验蒙古族
民俗风情的有效载体。

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提供保障
通过建立锡林郭勒文化名人、名家人才

库，授予荣誉、物质奖励等方式，提高本土人
才的社会影响力和经济待遇，激发他们的创
作热情。鼓励各类文化传承人、民间艺术家、
文艺团体及毕业大学生加强艺术创作、创意

设计和产品研发，系统挖掘、整理地方特色
素材、传说、故事等文化遗存，精心创作特色
鲜明、参与性强、适应文化旅游市场规律的
作品和产品。制定出台了加强乌兰牧骑工
作的指导意见，60%以上的旗县乌兰牧骑等

文艺团体都创作推出了1至2个常态化的文
化旅游演艺节目。鼓励和支持文化旅游景区
和企业采取按场结算、参与经营等多种形式，
吸纳文艺演出团体驻场开展文艺演出。以市
场导向，研发制作融入锡林郭勒特色的文化

旅游商品、纪念品，建立完善旅游企业与文化
旅游商品经营业主的沟通合作机制，扩大文化
旅游购物消费，在今年的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
赛上，锡盟银镶嵌工艺马鞍获得全国银奖、传
世蒙皮皮艺系列获得全国铜奖。

苏尼特右
旗骆驼文化节
上 ，来 自 四 面
八方的宾朋欢
聚 一 堂 ，庆 祝
一年一度的草
原盛会。
巴亚尔图 摄

冰上龙舟赛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冰雪爱好者踊跃参赛。 《锡林郭勒日报》记者 毛凤鸣 摄

“ 银 色 西
乌珠穆沁旗”
各 项 活 动 为
草 原 冬 季 旅
游 注 入 新 活
力。

《锡林郭
勒日报》记者
张志勇 摄

文化养老为
﹃
银发时代

﹄

增色添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