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华夏大地千
百年的历史中，各
民族在交往 、交流
过程中对中华文化
产生认同，自觉融
入 中 华 民 族 大 家
庭。流传至今的不
少非遗项目中，蕴
含着各民族对中华
文化的认同感和归
属感。

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旅游的优质资
源，旅游是传播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重
要渠道，两者融合
发展有着深厚基础
和广阔前景。为贯
彻落实文化和旅游
部《关于推动非物
质文化遗产与旅游
深度融合发展的通
知》，内蒙古自治区
积极谋划，公布了
首批自治区级非遗
旅 游 体 验 基 地 名
单，其中鄂尔多斯
两家景区“上榜”。

作为中国优秀
旅游城市 、首批国
家旅游业改革创新
先行区 、首批国家
文化和旅游消费示
范城市，鄂尔多斯
市积极响应内蒙古
自治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与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工作部
署，以非遗表演艺
术类、传统工艺类、
节庆民俗类 、体育
游艺类等特色鲜明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 表 性 项 目 为 核
心，以景区景点和
旅 游 度 假 区 为 依
托，拓展非物质文
化遗产与旅游深度
融合新路径，开启
鄂尔多斯市的文旅
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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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具有地方性、
历史性、审美性的文化资源，是传承中华
文明、赓续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同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
具有极强的旅游开发价值。随着人们文
化素质和审美情趣不断提升，游客期待

获得更加深度的文化旅游体验。
鄂尔多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丰富，已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 8个，自治区级 99
个，市级274个，旗县级466
个；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9人，自
治区级 113 人、市级 326
人，旗区级620人。市级
以上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21个，其中国家级2个、自
治区级8个、市级21个，国
家、自治区、市、旗区四级非
遗保护体系不断完善。这里

孕育了萨拉乌苏文化、朱开沟
文化；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深远

悠久，长城、秦直道、阿尔寨石窟、
成吉思汗陵等遗址文物厚重沧桑；漫

瀚调、古如歌、鄂尔多斯婚礼等国家非

遗魅力迷人……
鄂尔多斯市立足丰富的非遗内涵

和历史古迹，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
努力为文旅产品注入丰富的文化内
涵。精心推出了“畅游几字弯 感悟非
遗美”黄河非遗旅游精品线路和“遇见
鄂尔多斯草原 爱上鄂尔多斯非遗”草
原非遗旅游精品线路，有效促进了非
遗与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持续组织
推进传统技艺、表演艺术等非遗项目
进重点景区，鄂尔多斯婚礼在成吉思
汗陵、响沙湾、苏泊罕大草原等景区常
驻演出；伊金霍洛旗充分利用区域、资
源集中优势，积极打造全区首个非遗
嘎查，其案例被自治区文旅厅评为
2021年度“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十大
优秀案例荣誉称号。

在开发文旅演艺产品中，鄂尔多
斯市先后推出了《鄂尔多斯乌音嘎》
《大漠传奇》《漫瀚梁上一台戏》等一批
剧目和实景演出，群舞《黑缎子坎肩》
荣获中国舞蹈最高荣誉荷花奖民族民
间舞金奖，全市多部文艺作品荣获国
家级、自治区级奖项。

围绕非遗与旅游融合，鄂尔多斯
市积极盘活用好各类文化资源，推动

文化场馆纳入旅游线路，组织实施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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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纳林塔
战国秦长城被纳入国家首批长城重要
点段名录，鄂尔多斯市图书馆被评为
第六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另外，鄂尔多斯市充分发挥文化
场馆和社区传习所的作用，市文化馆
为短调民歌、皮雕、马头琴演奏等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免费提供传习场所，并
开展公益课收徒传艺；乌审旗定期举
办“乌仁布斯贵”传统刺绣、服饰、马海
制作等传习班，现场传授技艺；东胜
区、准格尔旗、杭锦旗等旗区以社区为
载体，经常性开展漫瀚调、二人台、古
如歌等传艺传播活动，让居民和游客
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下一步，鄂尔多斯市将努力创新
文旅产业的运营管理模式，更好地利
用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更好地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建设好“非遗旅游体验基地”，进一
步发掘非遗的文化传承属性，切实把

“历史+文化+旅游”融合这篇文章做
深、做实、做精彩。 （内蒙古日报社
融媒体记者 郭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与传承，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
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地域辽阔的内蒙古有着丰富多彩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老的艺术和技
艺犹如一颗颗珍珠，串起民族交流、文
化互鉴的印记，揭示农耕与游牧文化
交流、升华的脉络，展现中华文化多元
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

为了保护反映各民族广泛交往、
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历史的传统文化，
推动内蒙古自治区非遗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拓展非遗与旅游融合发
展的“非遗+旅游”新路径，提升非遗传
承实践水平，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文化
和旅游厅关于开展自治区非遗旅游体
验基地申报工作的通知》（内文旅办字
〔2022〕263 号），经企业自主申报、盟
市逐级推荐，专家评审及党组会议研
究和社会公示，认定莫尼山非遗小镇、
敖鲁古雅使鹿部落景区、康巴什旅游
景区、乌审走马旅游度假区、拓跋鲜卑

历史文化园景区等19个AAA级以上
旅游景区入选为首批自治区级非遗旅
游体验基地。

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庞
大、种类丰富、分布广泛。自古以来，
黄河流域、长城沿线出现了丰富多彩
的融合多民族文化的艺术形式。目
前,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
具有节庆活动蓬勃开展,旅游效果初
显;演艺传统不断渗透,旅游项目拓
展;传统手工日益挖掘,旅游商品丰
富;文化展馆渐成体系,表达形式多元
等特点。

非遗旅游体验基地以现场体验、
展示互动和公益培训等多种形式相结
合，体验项目主要涵盖非遗表演艺术
类、传统工艺类、节庆民俗类、体育游
艺类等多个类别，涉及蒙古族长调民
歌、蒙古族呼麦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马头琴音乐、那达慕、搏克、
牛羊肉烹制技艺(烤全羊技艺)、奶制品
制作技艺(察干伊德)等体验性、互动性
强的国家和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近 100 个，增加游客对内
蒙古非遗技艺和特点的认知与感受，
丰富游客的文化体验，增加旅游的文

化价值。
首批自治区级非遗旅游体验基地

的出炉，对鄂尔多斯市而言，既是对过
往非遗保护工作的认可，也是对未来
文旅产业发展的航标。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紧紧围绕国
家和自治区工作部署，将非遗保护工
作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点工作，作
为保护传承弘扬鄂尔多斯文化价值的
历史担当，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秉
承“见人见物见生活”的工作理念，通
过成立机构、完善政策、丰富保护方式
等措施，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取得了较显
著的成绩。

自古以来，各民族长期在鄂尔多
斯地区杂居相处，往来频繁，在生产方
式、风俗习惯、观念等多方面的交往和
融合，使这个地区逐渐形成了以多民
族交融文化为亮点的鄂尔多斯特色文
化。通过推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
能够赋予旅游业丰富的文化内涵，促
进旅游业更好发展。在鄂尔多斯市的
文旅产业提档升级过程中，“非遗+旅
游”大有可为。

在首批自治区级非遗旅游体验基
地名录上，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旅游景
区、乌审走马旅游度假区“榜上有
名”。让非遗活起来、传下去，对鄂尔
多斯市来说，既是使命任务，又是重要
发展机遇。

康巴什旅游景区位于鄂尔多斯市
中南部，既是鄂尔多斯市的中心城区，
也是以多民族文化融合而闻名的旅游
景区，同时是全国首个以城市景观命
名的AAAA级旅游景区。

漫步康巴什，大到建筑艺术、公园
广场，小到街景小品、公共设施，尽显
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使这
里成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有别于千城
一面的魅力之城，是“时尚、自然、健康、
文化、创意”的度假之都。

近年来，康巴什的各类文化场馆、
景点常年开展丰富多彩的非遗体验、
展示互动和公益培训等多种形式相结

合的非遗保护传承活动，在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展示鄂尔多斯市文化底蕴、
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等方面起到了
积极作用。

乌审走马旅游度假区，位于鄂尔
多斯市乌审旗人民政府所在地嘎鲁
图镇东南 16 公里，毗邻陕西省榆林
市榆阳区，是陕蒙边缘异常难得的草
甸草原景观，拥有察罕苏力德祭和乌
审走马竞技两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传习所。度假区，另有巴音
柴达木古城遗址和九斿白纛遗址两
个文物保护场所，是典型的文旅融合
体验空间。

自 2022年起，乌审走马旅游度假
区组织实施承办为期五年的“亮丽内
蒙古，非遗新跨越”乌审走马竞技直播
联赛活动，以此传习非物质文化遗产，
完善旅游产业延伸，实现旅游区转型
发展。同年，乌审走马旅游度假区承

接陕西、广东等地青少年研学实践游，
承办乌审旗“那达慕”大会，鄂尔多斯
市“丰收节”，以扩大影响于周邻。

乌审走马旅游度假区致力于打
造集赛事体验、教程训练、文化展示、
互动体验、会议培训于一体的“走马
文化传习所”,通过旅游度假区的活
动聚合功能，深刻挖掘马文化从传统
的娱乐游戏、竞技比赛，到现代的教
程体育及康体等多功能延伸，营造青
少年研学体验的最佳爱马营地；启动
以与陕西汉唐马业合作为开端的跨
区域协作，打造一个最新品质的文旅
融合度假旅游区，打造中国“走马文
化第一村”。

鄂尔多斯市将以康巴什旅游景区
和乌审走马旅游度假区入选自治区级
非遗旅游体验基地为契机，亮出“非
遗+旅游”的新名片，为文旅产业注入
更加优质、丰富吸引力的文化内容。

探索“非遗+旅游”融合 锚定文旅新路径

融入“非遗+旅游”蓝图 打造文旅新名片

深挖“非遗+旅游”潜力 拓展文旅新格局

20232023年元宵节文旅大集非遗展示年元宵节文旅大集非遗展示。。

非遗在社区。

鄂尔多斯非遗展馆厅一角。

康巴什俯瞰图。

乌审走马文化旅游度假区的走马竞技。

非遗进校园活动非遗进校园活动。。

响沙湾景区莲花酒店响沙湾景区莲花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