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箱：nmgrbllplb@163.com

执行主编：白江宏 责任编辑：籍海洋

版式策划：杨慧军

2023年9月15日 星期五

文化是民族之根、民族之魂，是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
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从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
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强
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
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
蒙古作为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区，在促进民族团结
上具有光荣传统，长期以来拥有“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
誉。内蒙古理应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方面勇于担当、奋发有为。打造北疆文化这一具
有内蒙古特质的地域性文化品牌，是在新时代担负起新
的文化使命的重要举措。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对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
设、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立足历史文化资源
筑牢文化自信根基

内蒙古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在广袤的北
疆大地上，我们能够探寻到与人类起源和人类文明起源
密切相关的鲜明踪迹。这里有旧石器遗址大窑文化，有
熠熠生辉的亘古文明西辽河文化，有被称为中华文明曙
光的红山文化，有青铜时代辉煌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
化，等等。内蒙古地区的历史文化呈现出灿烂辉煌、多
彩纷呈的风貌。游牧与农耕经济在这里交流互补，游牧
民族与农耕民族在这里交往互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
在这里交汇融合。历史长河奔流不息，各民族在交往交
流交融中情深意长，象征着民族融合与团结的昭君出塞
等历史佳话在北疆大地上流传千年。新征程上，我们要

强化责任担当，推进北疆文化建设。北疆文化是北疆区
域内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的，是中
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疆文化涵盖了内蒙古地区
的所有文化，融红色文化和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
化、长城文化等于一体，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守望相
助、共同弘扬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基本内容。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文
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 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
文化自信。”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打造北疆文化品牌。立足北疆
文化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其丰富内涵及时代
价值，彰显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打造北疆文化品牌，
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激发北疆文化的创新创造活力，
让北疆地区各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新光
彩。同时，通过打造北疆文化品牌，深入挖掘其历史文
化底蕴，推动拓展北疆文化品牌的影响力，让北疆地区
各族人民从中体悟到文化的力量，筑牢文化自信根基。
打造北疆文化品牌，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要着重从以下
几方面入手。

增强中华文化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内蒙古各项工作的
“纲”，我们推进文化建设要始终着眼于巩固中华民族共
同体思想基础。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就要牢牢把握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守护好运用好
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
守中华文化立场，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北疆文化内容丰富，文化类型多样，特点鲜明，具有深厚
的内涵与时代意蕴。要深入挖掘北疆文化资源中蕴含
的中华文化元素，注重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
文化精髓。要全面准确理解北疆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
系，中华文化是“主干”，北疆文化是“枝叶”，北疆文化建
设要在增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来推进，正所谓

“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

加强宣传阐释
系统梳理北疆历史文脉

北疆文化内涵丰富，从不同角度可以归纳出不同的
特征。北疆文化具有融合性、统一性、和平性、包容性、
进取性等特征，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
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高度契合。北疆文化是典型的多
民族融合文化。历史上，北疆地区一直是多民族聚居
地，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广
阔舞台。北疆文化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各类文化兼容
并蓄、融会贯通，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多元文化
碰撞中传承发展起来的。北疆文化建立在对中华文化
的高度认同上，在北疆大地，追求中华民族大一统始终
是时代发展的主流。北疆文化奋力拼搏的进取性在

“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
神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三
北精神”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打造北疆文化品牌，要持续深入开展北疆文化研
究工作，注重研究阐释、深入挖掘其丰富内涵和时代价

值，讲好北疆故事，系统梳理北疆历史文脉，坚定文化
自信自强。尤其要注重对北疆文化中蕴含的民族团
结、中华文化认同等思想精髓的研究阐释，产出一批有
分量、有影响力的北疆文化研究成果。要注重把重要
研究成果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强化对中华民
族共同体历史文化的大众化传播，让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入脑入心、化风成俗；运用灵活多样、大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推出一批宣传阐释成果，不断加强北疆文化
品牌的影响力。

加强开发与转化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打造北疆文化品牌，要立足丰厚的北疆文化资源，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不断激发北疆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要将北疆文化建设融入内蒙古各项工作之中，在公共文
化服务建设及文化产品开发中凸显北疆文化特色；加强
对北疆文化资源的开发与转化，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发展优势。要与时俱进创新文化传承、转化、表达
的方式方法，让北疆文化走进现代生活。深度提炼北疆
文化精髓，进行创意转化、落地普及；打造丰富的北疆文
化产品和文化体验项目，促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提
升北疆文化品牌知名度。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内蒙古立足厚重历史文化和
丰富人文资源打造北疆文化品牌，正当其时。集中各方
面智慧和力量深化研究、积极推进北疆文化品牌建设，
广泛凝聚共识，必将有利于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
同，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有利于进一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
力量。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打造北疆文化品牌
◎希力木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
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
站稳脚跟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我们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勇担文
化使命、加快建设文化强区、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出内蒙古贡献指明了前进方向。打造北疆文化品牌，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举措，也是加强内蒙古文化软实力
建设的重要路径。旅游业作为链接“在地文化”与旅游
需求的幸福产业，便于通过生动直观的旅游产品宣传目
的地的特色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入心、入脑，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北疆文化品牌建设方面具
有特殊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深入挖掘北疆文化的丰富内涵

内蒙古地处祖国北部边疆，担负着维护边疆稳定、
民族团结，推进文化建设的重要责任与使命。北疆文
化作为内蒙古提出的标识性概念，既是千百年来生活
在北疆地区的各民族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形成的
观念、思想和价值观的核心体现，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相结合的实践载体，
在新时代具有强大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
动力。

北疆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丰
富的内涵和价值诉求。北疆文化是包括红色文化、草
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蒙古马精神和

“三北精神”，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在内的
具有内蒙古特质的地域性文化品牌。其中，红色文化
是指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改革开放等历史进程中，由中

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极具中国特色的
先进文化，是蕴含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历史的文
化。草原文化是依托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孕育于草
原自然生态环境下的文化类型，一般体现为草原地区
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传统技艺等多种
形式。农耕文化是人们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
风俗文化，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形态之一，也是对
人类影响最大的文化形态之一。黄河文化是指在黄河
流域产生发展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中华
文明的标志性符号。长城文化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长城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是中华民族责
无旁贷的使命和义务。蒙古马精神扎根于深厚的草原
文化，成长于草原人民长期的革命建设历程中，形成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体现为各族干部群众在干
事创业中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
神状态。“三北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从

“三北”工程具体实践中锤炼出来的，是在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铸就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中彰显出伟大的精神力量。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
之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
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
的共同体理念，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牢不可破。

探索北疆文化品牌打造新路径

厚植红色文化底蕴。内蒙古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区，拥有光荣的
革命历史、优良的革命传统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时期，

留下大量红色遗址遗迹，形成了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内蒙古红色文化旅游可以依托集宁战役纪念馆、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五一会址、城川民族学院旧
址、乌兰夫纪念馆等红色旅游胜地，充分展现内蒙古深
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和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
和改革开放历程中的突出贡献，展现北疆文化品牌的红
色底蕴。

突出草原文化特质。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有机融合体，是草
原地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和智慧结晶。
内蒙古是草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和承载地，呼伦贝尔草
原、科尔沁草原、锡林郭勒草原、鄂尔多斯草原等草原地
区孕育形成了独特而多样的草原文化资源，也是旅游业
发展的不竭源泉。昭君出塞历史故事、蒙古族那达慕、
科尔沁叙事民歌、安代舞、传统戏曲二人台、鄂温克鹿
棋、蒙古族马具……散落在民间的“美好记忆”历经岁月
沧桑，至今仍然熠熠生辉。内蒙古草原旅游发展应以草
原生态为底色，以民俗风情为支撑，以马文化资源为特
色，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丽故事。

展示农耕文化风貌。农耕文化集各种民俗文化于
一体，具有独特的文化内容和特征，其主体内容包括国
家管理理念、人际交往理念以及语言、戏剧、民歌、风俗
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
成。内蒙古农耕文化历史悠久、丰富灿烂，兴隆洼文化
发现的炭化的粟，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小米实物遗存之
一，证明内蒙古地区是农耕文化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内
蒙古乡村旅游发展可以依托巴彦淖尔、赤峰、通辽、兴安
盟等农耕文化富集区域，从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传统文
化、歌舞文艺、地方美食等多方面多角度，充分利用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乡村等文旅资源，全面展示
内蒙古多姿多彩的农耕文化。

讲好黄河内蒙古故事。黄河流经内蒙古843公里，
共涉及 7个盟市 35个旗县区，在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经
济繁荣发展、推动多元文化融合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
用。黄河内蒙古段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独特的自然地理
条件、历代劳动人民的辛勤劳作，造就了内蒙古黄河流
域农牧交错的地域经济和人文环境，也成就了这片土地
多元一体、共融共生的地域文化特色。阿拉善、乌海、巴
彦淖尔、鄂尔多斯、包头、呼和浩特、乌兰察布……黄河

“几字弯”地区的不少城镇因此而生。内蒙古发展黄河
文化旅游可以依托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黄河三盛
公国家水利风景区、河套农耕文化博览园、乌海湖休闲
度假旅游区等旅游资源，开发黄河“几字弯”大漠风情
线、农耕民俗体验游等精品文化旅游线路，集中推出展
示沿黄文旅走廊自然风光和文化风俗，弘扬黄河文化的
时代价值，增强公众文化认同。

生动呈现万里长城之美。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象征，是我国重要的地理和文化标识。内蒙古是长城文
化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境内有战国、秦、汉、北魏、
金、明长城等历代长城遗址。将长城文化与旅游产业相
融合，既是加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要求。要努力改善长城沿线
生态环境，提升文旅价值；建立长城文化带，促进地区之
间融合发展；创新文旅形式，推动长城文化公园建设，提
供丰富的长城文化产品；完善配套设施，提升长城沿线
旅游品质。

文旅融合是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内
蒙古文旅产业发展应深入挖掘和生动展现北疆大地上
的厚重历史文化和丰富人文资源，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为北疆文化品牌打造作出更大贡献，为推进内蒙古现代
化建设增动力、添活力。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

以旅彰文 赋能北疆文化品牌打造
◎王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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