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鄂尔多斯市紧紧围绕自治区关于旅游业差异
化发展战略，扎实推进旅游休闲城市建设，荣获国家首批文
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准格尔旗和乌审旗入选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康巴什乌兰木伦文化旅游街区被列为首批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
获评第一批国家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伊金霍洛镇获评国
家级乡村旅游重点镇，准格尔黄河大峡谷“峡谷雅宿”获评
全国首批甲级旅游民宿，康巴什乐康吧获评自治区级旅游
休闲街区，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获评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

2022年，鄂尔多斯市加快推进“文化强市”“国家级旅
游休闲城市”创建，助推实力、活力、绿色、宜居、幸福鄂尔多
斯建设，不断优化“一区四带”发展布局，即集中打造以东胜
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为核心的城市文化旅游休闲度假
区及沿黄风光、草原风情、沙漠生态、红色研学四条文化旅
游带，重点推进七星湖旅游区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响
沙湾旅游区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持续培育一批文旅消

费集聚区和街区，努力打造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
深化全域旅游、智慧旅游发展，有序推动东胜区、伊金霍洛

旗、乌审旗等创建国家和自治区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实施A级
旅游景区质量提升工程，打造四季文旅品牌。深入开展“乌兰
牧骑千场惠民演出、百场调演展演”活动、农牧民文艺汇演、百
日消夏广场文艺演出。实施萨拉乌苏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阿尔
寨石窟等一批重点文物保护项目。抓好重点文旅项目建设和
招商引资工作，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重点城市设立招商营销中
心，持续打响“鄂尔多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形象品牌。

2022年，呼伦贝尔市充分发挥大草原、大森林、大河
湖、大湿地绿色生态优势和冰雪、温泉、口岸、古迹、民俗地
域特色，重点推进生态旅游、边境旅游、冰雪旅游提档升级，
大力发展文化遗产旅游、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研学旅游等，
着力把呼伦贝尔市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草原森林生态和边
境旅游目的地，助力内蒙古打造中国北方生态文化旅游目
的地。

呼伦贝尔市强化政治引领，重点培育 10条产业链，
成立文旅产业协会，探索以链长制促建文旅产业化联合
体，相关产业链责任清单、重点文旅项目清单、招商引资
项目清单均已完成；实施 6个重点项目，即智慧文旅、旅
游休闲城市标识体系建设、博物院改造布展、自然馆改造
布展、文化惠民综合体建设、数字文化产业园建设，重点
推进旅游休闲街区、历史文化街区、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集聚区打造，完成海拉尔区呼伦贝尔古城步行街，根河市
敖鲁古雅使鹿部落景区两家单位自治区级夜间文化和旅
游消费集聚区申报工作；积极推进多彩鄂温克旅游休闲

街区、敖鲁古雅旅游休闲街区创建自治区级旅游休闲街
区；推进呼伦贝尔大草原——莫日格勒河5A级景区创建
工作。

与此同时，还通过举办宿营大会、美食品鉴、草原音乐
会、草原网红打卡点评选、草原文创展示带火旅游业，并面
向游客和市民启动了“文旅节礼、温暖畅游”冬春旅游优惠
季，首批有19家A级景区、13家星级饭店自愿参与实施有
关优惠政策，进一步推动了冬季冰雪旅游发展。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武峰 何宇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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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6日，全区文化和旅游局长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历次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全国文化和
旅游厅局长会议和全区宣传部长会议精神，认真总结2021年工作，全面部署2022年任务，推动全区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次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设主会场，各盟市及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设分会场。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自治区文
化和旅游厅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和自治区相关要求，精准统筹疫情防控和文旅
融合高质量发展，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平稳起步。

2022年，自治区文化和旅游系统不断增
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守正创新，把握
新任务新要求，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今年，自治区文旅厅抓好文艺创作生产和
展示展演展播,统筹推进乌兰牧骑基础设施建
设和“网上乌兰牧骑”建设，组织开展好乌兰牧
骑月、乌兰牧骑交流演出等活动。深入实施内
蒙古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抓好舞剧《骑
兵》、话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歌剧《江格
尔》、民族交响曲《黄河》、歌剧《双翼神马》、漫
瀚剧《都贵玛》等重点剧目创作提升工作。持
续开展“草原文艺天天演”“百团千场下基层”

“草原音乐周末”等系列惠民演出活动，办好内
蒙古二人台艺术节等重大活动，利用好舆论媒

体、网络、报刊杂志等全面开展艺术评论。
抓好公共服务效能提升,加强资源统筹和

共建共享，发挥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服务网络
作用，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基层延伸。广
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持续举办内蒙古乡村春
晚等导向性、示范性群众文化品牌活动。积极
适应互联网技术发展和群众需求新特点，加快
推进智慧博物馆、智慧图书馆、数字文化馆、网
上展览馆项目建设。

继续抓好文物保护和利用，加强长城、石
窟寺、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工作，大力推动长城、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持续推进辽上京、萨
拉乌苏遗址、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建设，积极推进辽上京和祖陵、红山文
化遗址群、阴山岩刻和万里茶道（内蒙古段）申
遗工作。围绕“考古中国”课题，组织开展黄河
流域“早期聚落与社会研究”、西辽河流域先秦
考古学文化研究项目，做好后城咀石城遗址、
坝顶北魏祭祀建筑遗址考古发掘，为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的发展脉络提供考古学证明。做好
内蒙古革命历史博物馆、契丹辽博物馆等布展
工作，推动大兴安岭自然生态博物馆、黄河水
利文化博物馆建设。健全完善文物安全长效
机制，深入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活动，
打击文物犯罪行动。

深入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非遗全媒体
传播计划，启动实施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记录工程，大力推动非遗特色村镇、街区建
设，全面推进“非遗进社区”。健全非遗研究体
系，推动自治区非遗传承教育实践基地、研究
基地和重点实验室建设。推进自治区级黄河
文化生态保护区创建工作，对黄河非遗及其孕
育发展的自然、人文环境实施整体性保护，抓
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抓好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深入推动文化产
业园区建设，积极申报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
区，建设自治区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呼包鄂乌四
市“一机畅游”平台，培育文化新型业态，打造一

批文化特色鲜明、示范性强的文化旅游休闲城
市和街区，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增长。

推进长城、黄河沿线文化和旅游资源一体
化开发，聚焦全域全季、差异化高端化发展定
位，强化区域间资源共享和高水平战略合作，
着力打造“四带”（蒙东草原森林、环京津冀千
里草原风情、黄河几字弯、西部沙漠休闲文化
旅游带）、“四圈”（呼包鄂乌、乌阿海满、乌扎霍
阿、锡克乌生态文化旅游圈）。深入推动呼和
浩特市、呼伦贝尔市、鄂尔多斯市、阿拉善盟等
旅游休闲城市建设，建设一批文化和旅游产业
集聚区。持续推动呼伦贝尔大草原——莫日
格勒河景区和库布其七星湖沙漠生态旅游区
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阿尔山市、响沙湾
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推出内蒙古冬季旅
游黄金线路和特色体验，着力破解我区淡旺季
旅游发展不均衡难题。加强自治区乡村旅游
重点村镇建设，集中打造一批红色旅游景区、
推出一批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培养一批红色旅

游讲解员，抓好旅游业转型升级。
加强文娱领域综合治理，积极培育各类市

场主体；加强政策引导，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助
企纾困各项普惠性政策落地实施，帮助市场主
体恢复元气、增强活力，抓好市场培育和监管。

加大满洲里边境旅游试验区宣传推广力
度，指导满洲里旅游目标向国内市场转移，增
强国内旅游内生动力，抓好对外宣传交流合
作。积极与中央和自治区主流媒体开展战略
合作，深入开展网红打卡地宣传推广工作，持
续巩固毗邻省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国
内重要客源市场。

千秋伟业，百年序章；继往开来，再展风
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
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增强发展信心，抢抓
发展机遇，勇于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努力开创
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按照“区域休闲度假
中心”“宜游”城市三年行动方案的总体部署和规划，高
标准建设北部敕勒川草原景观文化旅游带和南部黄河
景观文化旅游带，与乌兰察布、包头、鄂尔多斯等周边
区域协同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将首府建成北上草原、西
行大漠、南观黄河、东眺京津的重要旅游集散中心，让
国内外游客饱览美景、吃遍美食、休闲避暑、特色购物，
打造京津冀休闲度假“后花园”。

未来，首府将重点发展全域旅游、冬季旅游、康养
旅游、红色旅游、新型工业旅游、夜间经济、休闲街区等
文化旅游产品，补齐文旅业态单一短板，进一步提升文
旅产品品位，延长文旅产业链，全面促进文化旅游产业
提档升级，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慢游慢行”休闲度假新
选择，满足多元化旅游休闲需求。

与此同时，首府大力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农副土
特产品、非遗产品、文创产品等旅游商品，做大做强“敕

勒川悦礼”品牌，在景区、机场、高铁站、图书馆、文化
馆、美术馆等公共区域建设一批精品店、概念店、特色
店，提升购物体验，完善线上线下多层次多样化购物网
点，拓宽文旅产品销售渠道，使“观光”旅游同时成为

“消费”旅游，多渠道增加旅游综合收入，提升呼和浩特
市文化旅游供给品质，健全旅游交通体系，完善旅游公
共服务设施，加快智慧旅游建设，提升旅行社和景区服
务水平，形成贯通“吃住行游购娱、商养学闲情奇”各环
节的服务链条。

在阿拉善左旗、额济纳旗成功创建自治区级全域
旅游示范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阿拉善左旗、额济纳
旗创建县级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全盟创建地市级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推动阿拉善右旗创建自治区级全
域旅游示范区。

根据三旗差异化发展思路，把巴彦浩特镇、巴丹吉
林镇、达来呼布镇打造成阿拉善特色旅游城镇聚集
区。依托腾格里沙漠、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定远
营古城等优质文化旅游资源，发挥与银川、中卫、乌海、
巴彦淖尔、鄂尔多斯等地毗邻的区位优势，打造巴彦浩
特旅游中心城镇；依托胡杨林、居延海、居延文化、航天
文化、口岸文化等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发挥毗邻甘肃
酒泉及蒙古国接壤的区位优势，打造以达来呼布镇为
中心的历史文化和生态旅游区；依托世界沙漠地质公
园、巴丹吉林沙漠等自然资源，发挥与金昌、张掖、武威
等地毗邻的区位优势，打造以巴丹吉林镇为中心的沙
漠生态研学区。

为扩大品牌影响力，阿拉善盟持续举办阿拉善英
雄会、额济纳金秋胡杨生态旅游节、巴丹吉林沙漠文化
旅游节、阿拉善玉·观赏石文化旅游节、亚太地区商学
院沙漠挑战赛、阿拉善骆驼那达慕等传统文化旅游节
庆赛会，成功打造高端文旅活动举办地。

阿拉善盟坚持全域全季、高端化差异化发展的定
位，将阿拉善打造成为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国人旅游
必来地、世界级旅拍基地、特色民宿打卡地，大力发展
文化旅游新业态，进一步提高“苍天般的阿拉善”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创新发展。

奋力开创文化建设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 胡丰

呼和浩特市：
京津冀休闲度假“后花园”
□□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局长 兰毅兰毅

鄂尔多斯市：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鄂尔多斯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鄂尔多斯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局长 赵子义赵子义

阿拉善盟：
高端文旅活动举办地
□□阿拉善盟文化旅游广电局党组成员阿拉善盟文化旅游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副局长 欧春燕欧春燕

老牛湾老牛湾。。

巴丹吉林沙漠巴丹吉林沙漠。。

康巴什夜景康巴什夜景。。

莫日格勒河莫日格勒河。。

呼伦贝尔市：
草原森林生态和边境旅游目的地
□□呼伦贝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呼伦贝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局长，，文物局局长文物局局长 臧著强臧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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