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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河县

“百人百锅百味品黄柿子火锅”夜宴、巴
彦淖尔群星演唱会、国风服装服饰展……今
年夏天，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黄河湾步行街日
日有精彩，夜夜人潮涌。

黄河湾步行街原名王府商业街，总占地
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8.9万平方米，商铺
面积 7万平方米，主街区长 500米，建设总投
资 12亿元。该街区始建于 2012年，2019年
交工，2020年初开始启动招商。

“黄河湾步行街是市区两级政府重点打
造项目，通过组织承办‘中国旅游日内蒙古分
会场活动’‘黄河几字湾书法展’‘非遗宣传展
演展示’‘河套文化艺术节’等活动，提升街区
知名度、商户入住率、客流量及销售额，丰富
本地人民文化娱乐生活。”临河区副区长斯庆
高娃说。

为更好带动这条街区的发展，当地政府
各部门鼎力支持，搭建配套服务措施，打造良

好营商环境。2022年 11月，黄河湾步行街街
景提升改造项目开工建设。2023 年 5月 18
日，街景改造工程全部完工。今年，5·19中国
旅游日巴彦淖尔市分会场活动在这里举行，
活动期间，现场人山人海，人气旺盛。

“步行街升级改造之后，人流量明显增
加，现在我们超市的日均客流量稳定在1000
人左右，较升级改造之前增加了10%—20%；
超市营业额也增加了10%—20%。”维多利超
市黄河湾步行街店负责人刘娥说。

2024年春节和元宵节期间，临河区有关
部门在这里组织举办“品味中国年味”迎新春
年货美食展销节、迎新春花灯展等各类节庆
活动。尤其是元宵节当晚的黄河湾步行街，
更是摩肩接踵，热闹非凡。”

政府一系列务实有效的举措，既为黄河
湾步行街增加了人气，也带火了黄河湾步行
街。据黄河湾步行街运营公司内蒙古塞上古

街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婉蓉介
绍：“目前，步行街共入驻商户430多户，商铺
入驻总面积达3.4万平方米，地上启动率达到
66%，户外项目全部启动，街区入驻商户同比
增长 3 倍。2023 年至今，接待游客及市民
600多万人，带动创业就业3000多人。”

如今，黄河湾步行街已荣获“国家级旅游
休闲街区”“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
目·非遗旅游街区”“自治区级步行街改造提
升试点”“自治区夜间文化旅游消费集聚区”
等14项荣誉称号，形成了本市非遗文化聚集
地、夜经济消费集聚区。

“销售量和销售额较之前都有了明显增
加。”黄河湾步行街商户、非遗项目“巧手手”
负责人张春花，主要制作文创产品和钥匙挂
件，初期带动就业 20人，现已发展到近 200
人。2022年销售额80万元，2023年达到120
万元。

番茄黄柿子养生火锅于2023年 8月在黄
河湾步行街开业，店里现有员工23人。“当初选
择在这里开店，就是看中了黄河湾步行街是市
区两级政府重点打造的项目。”该店负责人张
玉峰说，“现在，店里每天晚上都是满座，步行
街上有各种活动，排队等座儿的人特别多。”

观园火锅店负责人陆文之前在别的地方
开店，2023 年 8 月把店铺迁到黄河湾步行
街。“在此之前也考察过很多地方，最终选择
黄河湾步行街，主要是因为看到临河近几年
的发展势头很好，而且黄河湾步行街负责项
目运营的企业也很有思路，这给了我很大的
信心。”陆文说。

由星星之火到商贾云集，黄河湾步行街
成为集文化体验、餐饮娱乐、休闲旅游于一体
的经济活力区，吸引着更多商户参与到街区
共建中，也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一睹“塞上江
南”的富庶与美丽。

从从““网红街网红街””到到““文化地标文化地标””的蝶变的蝶变
□本报记者 薄金凤 临河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吕春云

□本报记者 高敏娜

随着一声清脆的号令声，选手们身着彩装，骑着新
投入使用的无动力自行车展开激烈角逐……5月 24
日，一场以“倡导绿色出行 共享低碳生活”为主题的阿
尔山绿色小城无动力出行季启动仪式暨首届自行车环
城骑游大赛鸣笛开赛，千余名市民游客齐聚阿尔山旅
游度假区，以骑行打卡的方式，一路享受微风拂面，感受
绿色出行、休闲度假的美好时光。

当林海遇见草原，当火山造就温泉，兴安盟阿尔山
注定成为夏日旅游康养的理想之地。随着五月阿尔山杜
鹃赏游季的启动，眼下，阿尔山旅游旺季强势回归，旅游
包机、旅游专列陆续抵达阿尔山，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花开
似海的大兴安岭浪漫风情中，领略边境小城的独特韵味。

“从机场出来，我们就感觉阿尔山特别美、空气非
常好，吹着微风、看着美景，真的很惬意！”刚下飞机的游
客赵淑华对这次阿尔山之行充满了期待。

横跨大兴安岭西南山麓的阿尔山，拥有丰富的森
林植被资源，森林覆盖率高达81.2%，绿色植被覆盖率
更是达到了95%。这里空气质量优异，是我国北方重
要生态安全屏障、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也是广大游

客森林康养的理想选择。
近日，首发的“阿尔山号”旅游专列缓缓驶入站台，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从沈阳站出发，坐着火车穿越丛
林花海，来到阿尔山赏花旅游、休闲度假，探访祖国北疆
秀美景色。

“阿尔山号”旅游专列由阿尔山市文化旅游投资有
限公司与沈阳铁旅合作推出。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
计划推出“百列旅游专列、万人游阿尔山”活动。

“这里的空气很清新，到处都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新
绿，特别有活力。”来自唐山的游客刘丽约上闺蜜们一起
打卡阿尔山氧心森林浴道。她们一边呼吸着浓郁的负
氧离子，一边沿着青翠的松林拾阶而上，尽情感受小城
的纯净安适与大自然的美好。

见山入林，赏花吸氧。近年来，阿尔山以丰富的森
林资源为核心，整合、串联区域内景区景点、村庄和游览
步道等资源，建设氧心森林浴道、森林雪野等项目，形成
了一套包括森林徒步、森林露营、森林研学、森林瑜伽在
内的多元化森林康养产品体系，同时，积极融入“森林康
养+养老”以及“森林康养+中医药”等多种元素，不断丰
富康养内涵，使阿尔山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和优势，成为
国内外游客休闲养生的理想之地。

“今年以来，我们全面盘活文化旅游资源，打造特

色文旅产业品牌，赏花游、爱国游、研学游、康养游、林俗
游等文旅品牌竞相绽放，为游客提供丰富多彩、形式多
样、覆盖全年龄层人群的文旅体验活动，实现了由生态
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游的转变。”阿尔山市政府副市长白
峰介绍说，每年5月的杜鹃赏游季都是阿尔山一年旅游
旺季的开端。2024年 5月，阿尔山预计接待游客51.9
万人次，同比上升4%，实现旅游收入6.49亿元，同比上
升4.1%，文旅市场迎来“开门红”，拉开旅游产业“热辣
滚烫”发展新篇章。

近年来，阿尔山全面盘活文化旅游资源，打造特色
文旅产业品牌。杜鹃节、冰雪节等一系列节庆活动精
彩纷呈，研学游、康养游、跨境游、林俗游、自驾游等文旅
品牌竞相绽放。“西口十八碗”“山野十二味”“山珍水宴”
等特色餐饮品牌为游客带来味蕾盛宴，阿尔山旅游带
给游客的体验感不断提升。

与此同时，阿尔山市还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以赛
促旅”，今年重磅推出系列赛事品牌计划：阿尔山杜鹃杯

“好森光”全国摄影大赛、中蒙（阿尔山）国际越野拉力
赛、全国自由式滑雪青少年锦标赛……以赛促旅、以赛
代节，赛事“流量”已成为文旅“留量”。如今的阿尔山文
旅市场百花争艳、百家齐鸣，游客不仅可以参与其中，
更能乐在其中。

在花海森林中尽享夏日“慢时光”
阿尔山

临河区

克什克腾旗

乌达区

□本报记者 郝雪莲

到万家惠欢乐世界体验水上乐园和
科技乐园的别样精彩，到九城宫草原漫
瀚文化旅游区感受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
的民俗风情，到1980老街区和鄂尔多福
巷品尝当地美食、感受人间烟火气……
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一年四季都能感
受到不一样的文旅气息。

近年来，东胜区以创建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
范区为契机，围绕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要素提升和业态完善，发
挥东胜区在呼包鄂榆城市群中“几何中
心”位置优势，深度实施文旅融合工程，
提升公共服务效能，推动文旅产品提档
升级、文旅业态丰富多元，文旅融合发
展取得新成效。

今年以来，为了让广大游客真正获
得优质实惠的出游体验，东胜区开展了

“畅游暖城 购享旅行”——2024 年 5·
19 中国旅游日鄂尔多斯主题活动暨

“购”在鄂尔多斯倒计时点亮活动，通过
线上线下联动全市各旗区涉旅企业、旅

游机构、景区和线上平台共同参与，提
升了特色文旅资源、优质文旅产品的曝
光度。同时，精准推出休闲游、工业游、
亲子游等 4条精品旅游线路，统筹整合
夜间旅游资源，增加游客到东胜城区过
夜消费，真正将“流量”变为“留量”。截
至2024年 4月底，东胜区累计接待游客
191.09 万 人 次 ，带 动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38.18亿元，同比增长32.5%。

同时，东胜区通过市区联动、部门互
动，推出带动文旅消费的新业态，先后举
办百日消夏活动、社区文艺汇演、乡村村
晚等40余项特色群众文化活动，举办“第
七届鄂尔多斯文旅惠民消费季”“唱响北
疆 恋上暖城”惠民演唱会等特色文旅活
动，通过惠民活动、线路发布、产品推介
等持续塑造文旅消费新品牌，2023年全
年活动累计参与人数达 160余万人次，
带动文旅消费收入3.6亿元。先后组织
开展“东胜网红打卡地”“东胜旅游休闲
街区”评选活动，评选出东胜区20余处代
表性的“网红打卡地”和“旅游休闲街
区”，并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线上平台
展示营销，持续推动文旅消费品牌打造，
增加消费产品的曝光度和粘合度。

丰富供给推动“流量”变“留量”东胜区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实习记者 朱媛丽

“我一直对草原心驰神往，今天总算
有机会来到‘天边草原’，探寻苍狼秘境，
我真的太激动了。”成都游客李女士说。

连日来，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迎
来2024年首个旅游小高峰，各景区人头攒
动，来自重庆市及成都市的2000余名游客
打卡九曲湾、布林泉、野狼谷等景区。

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将文化旅游业、
清洁能源业、现代精品畜牧业作为三大主
导产业强力推进，着力推动经济、社会、文
化、生态文明建设和旅游等领域全面发展。

依托独特的自然景观、民俗文化、历
史遗产等丰富的旅游资源，以“绿色为底
色、红色为特色”打造相辅相成的乌拉盖
草原全域旅游矩阵，采取优化顶层设计、
有序开发资源、狠抓重点项目、实施“旅
游+”战略、强化宣传营销等措施，促进
多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旅游发展新格局。

“十三五”期间，累计接待游客387.3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5.6 亿元。
2023年，全年共接待游客 151万人次，

旅游收入15.1亿元。
“刚刚我们签订了合作协议，今年计

划将通过两条线路带领游客沉浸式游览
‘天边草原’，暑期预计输送游客3000余
人。”乌拉盖管理区走进济南市开展旅游
推介，山东省众信鸿途国际旅行社总经
理周玉海当场签约。

今年以来，乌拉盖管理区加大文旅
宣传推介力度，采取线上线下多角度、全
方位宣传营销策略，广泛提升“苍狼秘
境 天边草原乌拉盖”品牌影响力，陆续
推出高尧观九曲、草原深度游、红色研学
游、自驾探秘游、康养休闲游等旅游产
品。不断丰富旅游业态供给，提升旅游
服务质量，把当下文旅市场热度转化为
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

5月中旬，乌拉盖管理区文旅宣传
推介会走进山东省济南市、北京市等地，
共与118家旅游企业成功签约。

下一步，乌拉盖管理区将突出“苍狼
秘境 天边草原”主题 IP，提升产品供给
和服务品质，加强区域间文旅合作，以

“一个景点”“一个节点”“一项活动”为依
托打造旅游爆点，推出特色旅游产品，做
热今夏文旅市场。

沉浸式游览“天边草原”

【
集
市
】

【观察】

乌拉盖管理区

固阳县

本报乌海5月30日电 （记者 郝飚）初夏
时节，位于乌兰淖尔镇的乌达区现代生态园以及
与之相邻的漠海山境露营基地变成了乌海市民
近郊游的首选地。

在乌达区现代生态园，300多栋温室大棚里
种植着吊瓜、葡萄、桃、番茄等20多种美味果蔬。
游客在这里实现“果蔬自由”的同时也可以尽情体
验采摘乐趣。在漠海山境露营基地，40个造型别
致的仿制房车和太空舱成了农业产业园中的可移
动宾馆，在这里游客可以露营烧烤、游玩研学，领
略乌达农区沙、海、山、林、田的独特魅力。

近年来，乌兰淖尔镇积极推进农文旅融合，
发展独具特色的“依山傍湖”式旅游产业，全力打
造“大漠湖镇”品牌，带领农户由过去单一的种植
业逐步向三产促二产带一产的新发展模式转变，
农户收入大幅提高。

目前，乌兰淖尔镇内除乌达区现代生态园、
漠海山境露营基地外，还拥有智慧农旅体、果蔬
直销基地、“十八味”主题俱乐部、葡萄酒庄园等
多个乡村旅游功能区，初步形成集采摘、休闲、娱
乐为一体的旅游线路，去年吸引外来消费人群增
长近40%。同时，该镇同步发挥集体经济公司、
合作社作用，大力实施“菜篮子”生鲜配送项目，
仅去年采用“上门收购+集中配送”的方式为居
民创收 60余万元，集体经济收入 37万元，推动
传统农业坐上了“旅游车”。

“大漠湖镇”品牌带火乡村游

本报包头5月30日电 （记者 刘向平）尽
管秦长城旅游项目在今年“五一”假期已经吸引
了 13万人次前来打卡，但节后至今的这段时间
里，“秦韵元素”依然火爆！

为做好“秦长城+”这篇文旅融合大文章，固
阳县依托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国字号招牌，综合
县域各类文旅资源，日前又策划打造出 4条“一
日游”和1条“两日游”沉浸式游览观光线。“壮美
长城游”“高山草原游”“白桦风情游”“石林奇观
游”“黄芪和小杂粮生产观光游”“农产品采摘游”
等花式搭配，构建起多层次、多样化、多业态的旅
游发展体系，满足游客朋友“吃住行游购娱”全方
位综合化游玩体验。

与此同时，春坤山、马鞍山景区目前已实现
提档升级，建设有“天空之镜”“慢行火车”等山顶
游乐设施，不断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春坤山酒店
也获评4星级旅游饭店，云顶洞穴民宿依山而建
静谧优雅，依托红色展厅，现已成为培训学习、旅
游观光、餐饮娱乐等一体的旅游景区。而兴顺西
镇五金河星空露营地则为游客提供独具特色的
户外烧烤美食与休闲旅游体验。

“下一步，固阳县将继续按照‘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的发展思路，依托秦长城独特资源优势，
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着力打造更多精
品旅游线路。”固阳县文旅局负责人表示。

构建多样化旅游发展体系

本报呼和浩特5月30日讯 （记者 刘洋）
在长城黄河“握手”处看一次壮美日出；在古村落
的阳光里漫步时光；在夕照余晖的波光粼粼里相
拥晚风；在星空璀璨下，赴一场篝火人间，伴着歌
舞，把酒言欢…… 入夏以来，清水河县各大景区
人流如织，景区周边的民宿、餐饮店、土特产销售
等也生意火爆。

近年来，清水河县大力实施“文旅优县畅游
工程”，全力将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创建成
为首府首家 5A 级景区，高标准推进各旅游景
区建设，不断丰富提升黄河峡谷生态之旅、长城
红色精神传承之旅、古村名镇寻访之旅、传统文
化体验之旅、休闲观光康养之旅 5 条特色旅游
线路，形成打造以 5A 级景区为引领、以农文旅
融合为特色的文旅产业新格局。

目前，清水河县在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
全新推出以“四公主和亲”“瓷艺”“河运”为主题的
实景演出，通过游客直接参与演出和互动等形式，
让游客真正融入到景区特色文化中来，切实感受
黄河文化、长城文化、陶瓷技艺等文化魅力。

大力实施“文旅优县畅游工程”

本报赤峰5月30日电 （记者 王塔娜）乌
兰布统作为克什克腾旗重要的旅游打卡地，以提
升服务、加强管理为工作重点，联合各职能部门、
景区、商户形成工作合力，助推乌兰布统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

商户吴志伟在乌兰布统苏木经营酒店已经
20多年了，连日来，他正忙着翻修酒店、增添新
设备。“为了更好地招揽游客，正月十六我就开始
对酒店进行升级改造了，争取在 6月 15日旅游
旺季到来之时正常营业。”吴志伟说。

商户翻修改造，景区提档升级。今年，乌兰布
统景区完善软硬件设施建设，在原有的游玩项目
基础上又增加了多个项目，并加装了景区智能化
管理和售检票系统，减少了游客排队入园时间。

乌兰布统景区副经理袁飞飞介绍：“景区新设
了公主湖水上娱乐项目、‘印象乌兰布统旅拍’活
动、咨询讲解员服务，提高景区运营服务水平。”

乌兰布统苏木各部门也加入了迎接旅游旺
季工作中，乌兰布统苏木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强对
问题常发点位的巡查管控力度，对发现的问题及
时解决，保障全苏木内市容问题管控不放松。乌
兰布统派出所在辖区重点区域也布设了警力，通
过步巡、车巡等方式，在景区内不间断地开展巡
逻，排查风险隐患，保障游客和群众安全。

精心准备迎接旅游旺季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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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天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当一天敖鲁古雅鄂温克人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影报道

“来这里探访使鹿民族，听原始部落迁徙的故
事，跟非遗传承人学做太阳花，这个有文化的撮罗子
营地让我们不虚此行。”

5月 24日，上海的金先生和朋友们来到根河市
网红景点敖鲁古雅西乌乞亚营地，沉浸式体验当一
天敖鲁古雅鄂温克人。

西乌乞亚营地以山川河流命名的撮罗子和木栈道
讲述着使鹿鄂温克人300多年逐山水而栖的迁徙历

史，敖鲁古雅鄂温克族歌舞表演、民族电影赏析、使鹿
文化历史讲座、下午茶学习民族乐器等营地系列文化
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乐此不疲。如今，西乌乞亚营地
是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打造民俗文化旅游的又一张
名片，这里正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诗和远方”。

“前5个月接待2400人，就目前预订情况来看，
下半年接待可达13000人。”西乌乞亚旅游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郝友峰对今年的旅游态势信心十足。他
说，进入夏季旅游黄金期后，撮罗子民宿一床难求。

今年，根河市聚力文旅特色业态升级、消费场景
丰富、产业效益提升目标，打造敖鲁古雅5A级景区
和冷极村四季森林度假区，推动产品、场景、业态升
级行动，凝聚文旅发展新动力。

自 5月起，根河市全面开放敖鲁古雅、根河源
等景区，推出春季赏花旅游产品、线上预售“早鸟
票”、敖鲁古雅使鹿部落景区——根河源国家湿地
公园——伊克萨玛国家森林公园——冷极村联票产
品，打造线路联合、产品联动、效益共享的全域旅游
发展新格局，让冬、春季旅游“无缝衔接”。

根河市升级“我和草原有个约定”授权文创店，
围绕使鹿文化、非遗文化、“额尔古纳河右岸”等文化
品牌开发实用性强、吸引力广的文创产品，以文化
人，独具特色，提升文旅融合效益。

和驯鹿合个影和驯鹿合个影。。

西乌乞亚营地落日西乌乞亚营地落日。。

制作桦树皮画制作桦树皮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