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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春风 纾困解难
激发行业新动能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自治区文旅活动一度按下“暂
停键”。今年，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将以精细管理、精
心供给、精准振兴之策，推动文化旅游“蝶变”。

“五一”小长假期间，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精心谋
划“内蒙古人游内蒙古”主题活动，推出城市游、近郊
游、乡村游，让人民群众“触摸”了久违的美丽风景，全
区累计接待区内外游客532.2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5.02亿元。

内蒙古从东到西横跨29个经度，旅游资源丰富多
样。从东部大兴安岭到西部贺兰山，从北部辽阔草原
到南部丘陵和平原，从呼伦湖到乌梁素海，从樟子松到
胡杨林，从辽上京到西夏黑城，从阴山岩画到红山文化
……历史文化、草原、森林、沙漠、湖泊、湿地、冰雪、温
泉、口岸等旅游资源，内蒙古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自然
美景和人文历史。“5·19”开始，美好的旅程将贯穿在东
西2400多公里的四季风光之中。

2022年4月以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各党组成
员带队，深入各盟市开展文化和旅游综合督查调研，了
解基层实际，指导各地文旅部门强化组织领导、完善政
策举措，在宏观上构建文旅融合发展治理体系，微观上
对各旅游景区业态打造，强化景区要素标准，在景区深
营销、景区智慧化、提升游客体验感等方面拿出举措，
做深做实。这是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贯彻落实自
治区2022年坚持稳中求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
清单的一个基层探底。

2022年，自治区将安排2000万元资金，推动商贸
餐饮住宿业恢复发展；安排1.4亿元资金，支持重点旅
游休闲城市、长城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品牌旅游景区
等重大项目建设；安排4000万元资金，对当年创建成
功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或列入备选
名单的重点旅游项目、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级滑
雪旅游度假地、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国家级夜间文化
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给予一次性奖励；安排4500万元资
金，支持文化和旅游创意商品店、文化旅游创意商品开
发、驻场精品旅游演艺、文化产业园区、文创和旅游商品
大赛等项目，同时减免部分税率，以减轻文旅相关企业
负担。

4月25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
自治区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内蒙古自治区
文化和旅游厅计划推出旅游供给提质增效行动“七
大行动”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激发文化和旅游行业新
的动能。

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2.96亿元，推动呼和浩特市
清水河明长城小元峁段保护利用项目、包头市黄河湿
地国家文化公园等5个长城、黄河重点项目建设；培育
一批经典红色旅游景区,重点打造10个自治区级乡村
旅游精品村镇；创建一批国家和自治区级滑雪旅游度

假基地;提升4A级旅游景区的数量和质量；持续开展
旅游休闲城市创建工作；推进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塞
上老街的提档升级；力争创建1家5C级、2家4C级自
驾车旅居车营地等。

推动黄河几字弯、阿尔山、额济纳等重点旅游优势
区块率先发展，不断提升城市度假功能；推选一批项目
入选文化和旅游部金融支持文化旅游投融资项目库和
全国旅游演艺精品项目名录；推动金融机构出台支持
旅游业发展专项金融服务方案；安排财政专项资金对
重点旅游投资项目给予贷款贴息补助；编制《内蒙古文
化旅游招商引资项目册》，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在“5·19中国旅游日”期间，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抓好“五项任务”，把握“四个定位”，到2025年把内蒙
古建设成为中华优秀文化保护传承示范区、黄河文化
保护传承弘扬先行区、中国北方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中国向北开放文化和旅游交流样板区。各盟市文化和
旅游系统也纷纷推出旅游惠民措施，鼓励人们走出家
门。

一业带百业，百业促全局，政策优惠，精准纾困，内
蒙古将迎来旅游业的春天。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构建融合新格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
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提出，
打造更多政治性强、内涵丰富、意蕴厚重、接受度高的中
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打造一批具有中华文化
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书籍、舞台
艺术作品、影视作品、美术作品。

“这是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必须坚决扛起的重大政
治责任，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最有力抓手和最有效载体。”自治
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胡丰说。

2022年5月15日晚8时，内蒙古艺术剧院八楼排
练厅,白墙红绘，明灯亮火。大厅内舞剧《骑兵》的演员
们正在反复排练，为即将开启的巡演挥汗如雨。自
2020年舞剧《骑兵》获得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
榜首为始，继而在2021年受邀国家大剧院，作为开年
演出在北京上演，如今《骑兵》已经在业内及演出市场
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和票房号召力。

舞剧《骑兵》总导演何燕敏说，2022年的春天按计
划应该进入第三轮全国巡演，因全国多省份发生新冠
疫情暂停了巡演的计划。《骑兵》创演团队并未因疫情而
停止工作，而是借此时机，主创团队静下心来以更高的
标准对全剧进行了一次高标准的修改提升，使作品向
着艺术高峰迈进。

内蒙古艺术剧院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
良相统一，倾力抓好艺术创作，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
体思想基础，近年来，以项目化推进的方式，创作一批、

复排一批、孵化一批、引进一批、学演一批、征集一批、
规划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
合现代文明的舞台艺术作品。修改提升了舞剧《骑
兵》、交响诗画《我愿以身许国》、民族曲艺晚会《拉起四
胡唱新歌》、新创杂技剧《美好生活》、漫瀚调组曲《温暖
的几字弯》、交响组曲《绿色长城》、二人台呱嘴《抗疫
情》等。

日前，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的“河
套地区史前聚落与社会研究”和“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
研究”项目成功入选“考古中国”重大研究工程，通过开
展考古发掘、研究阐释、展览陈列，深入挖掘文物和文
化遗产中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独
特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丰富内涵。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内蒙古全面提升中华文化
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影响力，推动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工作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覆盖城乡 兴边乐民
公共服务暖人心

近年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系统积极推进图书馆
文化馆总分馆制、草原书屋和“鸿雁悦读”计划一体化
改革，为旗县（市、区）配备流动图书车文化车，加快推
进了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智慧博物馆等公共数字
文化服务以及“智慧广电”建设，不断巩固意识形态阵
地，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2022年4月23日，是第27个“世界读书日”，为深
入开展自治区阅读推广工作，激发全民阅读热情，内蒙
古自治区图书馆推出了系列活动。

自治区多地文旅系统深入挖掘非遗资源，促进合
理利用，不断开展非遗进校园、进景区等活动。“非遗+
文创”“非遗+数字化”“非遗+体验”“非遗+研学”等一
系列创新举措，使内蒙古非遗在保护传承中绽放迷人
光彩。

在阿尔山圣泉广场上，碧蓝如洗的天空下，阿尔山
当地居民与远方的游客穿梭于数十个蒙古包之间，精
心挑选喜爱的非遗手工艺品。

在锡林郭勒盟，通过“两加两带一引领”文化旅游
模式，以乡村旅游带动贫困农牧民就业增收，参与从事
文化旅游产业的农牧民达到2500人左右，人均年增收
4500元以上。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行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行动、新时代乌兰牧骑事业发展行动、智慧广电
提升行动、兴边富民行动等，使内蒙古人民生产生活条
件大幅改善，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高，民族团结和边疆
稳固效果突出，人民群众不仅能够“安居守边”，还能

“乐业兴边”。
“十四五”期间，自治区还将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

系，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扩大普惠性非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促进文化空间与旅游空间双向赋
能，积极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发展，以增强
全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展示传播 交流互鉴
彰显文化软实力

2022年5月18日，是第46个“国际博物馆日”。
在内蒙古博物院二楼大厅，主题为“博物馆的力量”的
内蒙古自治区主会场活动在此隆重举行，“长城两边是
故乡”展览开展仪式也同时举行。

在内蒙古博物院，体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交融的魅力”提升改造展览正在精心布展。“一部中
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
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
大祖国的历史。”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永志说，该展
览是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为根本遵循来确定展览
主题脉络的。

2021年，内蒙古博物院在福建博物院举办的
“辽代文物精品展”和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长城
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菁华展”以及“黄河从草原

上流过——内蒙古黄河流域古代文明展”“器成天下
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明清德化瓷器精品
展”等。主题文物线上科普视频、“国宝话长城”系列讲
解、“文物中的内蒙古”等也在线上与公众见面，多形
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向世界传播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
故事。让文物“走”出去，“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的国
际影响力。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启动“中国黄河”国家形象宣
传推广行动，打造黄河文化对外传播符号，加强同尼罗
河、多瑙河、莱茵河、伏尔加河等流域的交流合作，推动
文明交流互鉴。

依托“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平台，高质量推进
“万里茶道”文化和旅游发展，深化项目合作，推进跨境
旅游持续升温。

2022年2月11日，文旅产业指数实验室发布了
今年1月全国省级文化和旅游新媒体国际传播力指
数榜单，内蒙古文化和旅游国际旅游宣传在Face-
book（脸书）上排名第七位。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将进一步加强与该机构的
合作，在Facebook（脸书）、Twitter（推特）、Insta-
gram（照片墙）、视频平台传、Google（谷歌）等国际
性平台上系统地宣传内蒙古文旅品牌，进一步提升
自治区文旅事业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实
施方案(2022版)》规划，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积极行
动，将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集中开展广告宣传、打
造内蒙古四季旅游IP集群,着力提升“四季好风光，
亮丽内蒙古”品牌影响力；在同程网 PC端首页和
APP端开设内蒙古旗舰馆；策划拍摄“行走内蒙古
——文旅看中国”大型直播节目，开设《中华文明探
源——内蒙古篇》专栏等。

下一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将持续在长三角、
珠三角、京津冀开展主题宣传推广活动，构建自治
区、盟市、企业三级宣传联动工作机制,按照“城市+
核心景区+旅游廊道”的模式,打造立体式、多层次
市场品牌体系，推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事业再上新
台阶。

（文/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武峰）

——写在“5·18国际博物馆日”暨“5·19中国旅游日”之际

2022年5月18日，是第46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的力量”；5月19日，是第12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感悟中华
文化、享受美好旅程”。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于5月19日在兴安盟阿尔山市举办“中国旅游日”内蒙古自治区分会场活动，以进一步
提升“内蒙古人游内蒙古”宣传品牌影响力，在全社会营造支持旅游、参与旅游的良好氛围，提振文化和旅游行业恢复发展信心，更好
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近年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内蒙古“两个屏障”“两个基地”和“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推
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与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挥“以文化人、润物无声”的作用，做了大
量行之有效的工作，构建起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内蒙古博物院。

阿尔山天池阿尔山天池。。

（本版图片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