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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辽阔草原策马扬鞭，进古村落触摸历史文脉，在乡村集市品特色美
食……如今，异彩纷呈的乡村休闲旅游成为内蒙古旅游消费新宠，吸引越
来越多人走进美丽乡村，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

休闲农牧业和乡村旅游作为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新业态，正以前所未有
的活跃态势迎合着现代人精神休憩的消费需求，也为内蒙古振兴中的乡村
经济注入了无限活力。

内蒙古出台《休闲农牧业与乡村旅游发展规划（2021—2025年）》3年多

来，各地深挖、细研、活用特色休闲农牧业和乡村旅游丰厚家底，进一步拓
展新功能、发掘新价值、构建新体系，统筹推进休闲农牧业与文化、旅游、教
育、康养、科技等深度融合，拓展农牧业增效增收空间。

今日，《乡村振兴》版推出特别策划，展现内蒙古构建起“休闲农业重
点旗（县）+美丽休闲乡村+现代农（牧）业产业园+田园综合体+特色农
庄+美丽田园”的多元体系，让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的新
实践。

编者按

内蒙古创新八大发展
模式，培育休闲农牧产业
新型生产力，满足城乡居
民多元化、品质化乡村休
闲旅游消费需求。

◎环都市圈发展模式
依 托 城 市 的 区 位 优

势、市场优势，在环城市区
域发展形成一批规模较
大，发展较好的环都市休
闲农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
圈。主要以农牧家乐为代
表，注重文化创意、品牌效
益，分档次发展。

◎景区带动发展模式
利用成熟景区的核心

吸引力为区域旅游带来发
展契机，发展景区周边交
通优势明显、生态环境优
越、民俗文化凸显的地区
成为休闲农牧业与乡村旅
游优先发展区。

◎农牧业庄园（小镇）
模式

以产业化程度较高的
优势农牧业为依托，拓展
农牧业观光、休闲、体验等
功能，开发“农牧业+主题
游览+农牧体验”产品组
合，带动农畜产品加工、餐
饮、住宿等相关产业协同
发展，提升整体盈利能力。

◎文化村落模式
通过农牧文化艺术创

新，丰富农村牧区旅游体
验，强化乡村旅游目的地
的品牌形象，依托农村牧
区的文化底蕴、淳朴民风
和特色建筑等特点，结合
市场需求，打造文化创新
热点，弘扬农牧文化，产生
经济效益。

◎美丽休闲乡村 （社
区）模式

在“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等基础上，对乡村休闲
旅游资源丰富，住宿、餐
饮、娱乐设施完善齐备，交
通便捷，发展潜力大的地
区，进行主题化、产业化提
升改造，形成“一村一品”

“一旗县一特”的一二三产
业融合体系，采用“村集
体+企业”运营模式，引入
休闲娱乐项目盈利。

◎农牧民宿创新模式
基于现有的农牧家乐

及民宿基础，以当地农牧
民独特的民风民俗文化作
为吸引要素，设计个性化
的精品民宿，为游客呈现
立体的乡土文化博物馆。
通过打造民宿产业发展的
先进村，为农村牧区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开辟新路
径。

◎科技产业引导模式
依托已有的国家级农

业科技园区，扩展休闲旅
游功能，建成集科技研发、
示范推广、科普教育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园区，通过
与乡村成立合作社，解决
农牧民就业，与农村牧区
联动发展休闲旅游产业。

◎乡村自我提升模式
针对有一定基础的农

村牧区，加强政府引导，提
高经营户积极性，改善农
村牧区环境。最大化利用
本地休闲观光资源，挖掘
传统特色手工艺文化，进
行产业化发展和整体营
销，大力发展特色体验旅
游。

链接

奔向“新蓝海”“农牧业+乡村旅游”热力值拉满
□本报记者 方圆 阿妮尔

包头市九原区万兴鸿泽生态
庄园用帐篷搭出了“诗与远方”。

本报记者 蔡冬梅 摄

额尔古纳市蒙兀室韦苏木奥洛契庄园景色怡人额尔古纳市蒙兀室韦苏木奥洛契庄园景色怡人，，游客乐享其中游客乐享其中。。 潘国言潘国言 摄摄

深挖资源 地域经济添动力

7月，正值旅游旺季，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的海心岛非遗小镇，沉浸式体验剪纸、扎染等
非遗文化的魅力，亦或在荷花摇曳的鱼塘旁，甩一根长
竿垂钓，静待鱼儿上钩。

坐落在黄河南岸的达拉特旗树林召镇东海心村，凭
借地理条件优势打造了集淡水养殖、农家美食、采摘垂
钓、休闲观光、娱乐度假为一体的产业链条，推出了农旅
融合休闲游、田园经济等新业态。

东海心村，从昔日的小渔村变成了年接待游客 30
多万人次的“网红打卡地”，曾经以养鱼卖鱼为生的村民
吃上了“旅游饭”。2022年，该村入选自治区乡村旅游
重点村名录。

目前，该村从事乡村旅游的村民超过300人，2023
年全村旅游年收入2640万元。

从“卖鱼”到“卖风景”，东海心村的“华丽转身”是休
闲农牧业和乡村旅游在内蒙古蓬勃发展的生动注脚。

区位优势明显、生态基础较好、历史文化深厚、乡村
资源丰富等一直以来是内蒙古最大的优势。

空中俯瞰，内蒙古横跨“三北”、毗邻八省、边临两
国，区位优势突出；走进观赏，拥有丰美的草场、茂密的
森林、浩渺的湿地，丰富多元的自然景观造就四季好风
光；细细品味，红山文化、大窑文化、长城文化……散落
在北疆大地的历史遗珍和文化印记魅力无穷。

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为内蒙古推动休闲农牧业与
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产业转型升级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全区已评
定6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58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休闲农牧业与乡村旅游从依附景区景点的“小而单一”
餐饮型乡村休闲旅游，逐渐向“大而多元”的产业融合发
展方向升级。

——休闲农牧产品丰富。乡村旅游产品涵盖了草
原休闲观光、乡村特色美食、农牧业生产观光、水上观光
休闲等14类，涉及18种特色经营性项目。

——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形成。12个盟
市航空交通全覆盖，全区所有苏木（乡镇）和具备条件的
嘎查（村）全部通硬化路和客车。

如此“天时地利人和”的资源禀赋加持下，内蒙古休
闲农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规模稳步提升，经营主体不断
壮大。2023年，全区具有一定规模的休闲农牧业经营
主体4924家，从业人数14.79万人，年接待人数3356.74
万人次，营业收入 70.99亿元，其中农副产品销售收入
23.02亿元，休闲农牧业带动15.77万户农牧民致富。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内蒙古休闲农牧业
与乡村旅游迎来新机遇，红红火火的乡村游更是为推动
地域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多点开花 无边光景日日新

“这里水草丰美、风景如画，来了就不想走！”望着眼
前的美景，来到义勒力特嘎查游玩的乌兰浩特市民李先
生由衷赞叹。该嘎查位于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这里
景色迷人，又地处近郊，被称为“城市后花园”。

今年以来，义勒力特镇共接待游客近 10万人次。
之所以“圈粉”无数，在于义勒力特镇打出了生态优先、
农牧为本、联动发展、培育特色“组合牌”。该镇不断优
化旅游线路，将各个景点串联起来，形成了一条集观光、
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生态水美旅游线路，让小镇因美而
兴，村民因景而富。

透过义勒力特镇，可以感受内蒙古进一步发掘旅游
资源，让乡村生态、生产、生活互促共进，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的实践探索带来的变化。

内蒙古结合全区“南粮北牧”农牧结构特征，“六牧
四农”的农牧空间格局，以自治区农牧业优势特色产业、
资源禀赋为依托，以交通道路为轴线，构建了“立体式复
合型”休闲农牧业经营体系，形成了“一轴串联、三区联
动、组团发展”的休闲农牧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格局。

自治区农牧厅乡村产业发展和农垦处副处长刘童
介绍，“一轴”指以京新高速、京藏高速、大广高速等主要
交通道路串联各盟市重要节点，形成发展主要轴线。“三
区”指东部区以呼伦贝尔市为主，中部区以呼包鄂为主，
西部区以巴彦淖尔市、乌海市为主带动发展。“五组团”
指呼伦贝尔—大兴安岭组团、赤峰—科尔沁—锡林郭勒
组团、呼包鄂乌组团、河套地区组团、沙漠地区组团。

百舸争流，千帆竞速。各盟市积极探索休闲农牧业
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独特“解法”——

呼和浩特市以草原、黄河、长城、古村为亮点，形成北部
山地、中部草原、南部乡村的乡村文化圈层，辐射带动大青山
生态度假、敕勒川文化休闲、沿黄文化体验等特色组团。

围绕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和红色旅游、冰雪旅游、草
原旅游资源，乌兰察布市打造农家乐、牧家游、休闲农庄
等休闲农牧业“打卡地”及星光草原游、火山牧场游、乡
韵民宿游、温泉度假游四大特色类体验项目。

巴彦淖尔市全面打响“天赋河套”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以品牌为市场引领，在阴山浅山区和河套田园交
界处的半农半牧休闲农牧业发展带，开发特色民宿、乡
村美食、农（牧）家乐等乡村旅游产品。

锡林郭勒盟以锡林浩特市中国马都核心区文化生
态旅游景区为龙头，马资源为特色，千里草原风景大道
为主线，开发形式多样、独具特色、个性突出的农村牧区
休闲旅游新业态和新产品。

……

发展全域旅游，尽赏特色风情。放眼全区，12盟市因
地制宜打造具有各地特色的乡宿、乡游、乡食、乡购、乡娱
等休闲农牧业与乡村旅游产品，聚焦休闲农牧业优化升
级、构建休闲农牧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体系、做强休闲
农牧业和乡村旅游品牌等重点任务，昂首阔步向前行。

引领带动 乡村旅游劲风起

大兴安岭北麓、额尔古纳河畔，有着“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称号的额尔古纳市蒙兀室韦苏木室韦村进入旅游
旺季。“最近蒙兀室韦苏木每天都要涌进三四万人。”该
苏木党委书记达富拉介绍，这里全域都是2A景区，镇上
80%的人以旅游业为生。

室韦村不仅让蒙兀室韦苏木成为游客眼中的“宝藏
小镇”，还带动附近边陲小镇掀起了旅游热潮。据统计，
进入 7月以来，额尔古纳市各景区、热门打卡地单日游
客接待总量达20000余人次。

室韦村是内蒙古正在打造的以典型带动全域出彩的
美丽休闲乡村缩影。“目前我们正在起草《内蒙古自治区‘美
丽休闲乡村’评定和管理办法》，计划每年评定30个左右的
自治区‘美丽休闲乡村’，并积极组织各盟市申报精品旅游
线路、全国休闲重点县等，以典型引领带动全区休闲农牧
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同时，在各类媒体平台加大宣传推广
力度，让更多人爱上内蒙古的美丽乡村。”刘童说。

休闲农牧业和乡村旅游作为乡村产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自治区休闲农牧业提质增效、农牧民就业增收、
市场消费需求扩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当前，自治区休闲农牧业与乡村旅游还存在配
套设施发展滞后、管理人才匮乏、服务有待提高的问
题。如何破解？内蒙古将逐渐完善管理体系、营销体
系、服务体系和休闲农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体系，培育
一批龙头企业、示范家庭农牧场与农牧民合作社，健全
从业人员培训机制，提升农家乐、农业科技园、民俗旅游
村等服务设施及服务质量，不断壮大各类经营主体。

村美、人和、共富，内蒙古锚定目标，推动全区休闲
农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一业兴，带动百业旺”。

到 2025年，内蒙古将力争打造 100个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10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200个自治区级美
丽休闲乡村、20个自治区级休闲农业重点县，培育一批
休闲农牧业与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打造一批可学可复制
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和成功模式，助推休闲农牧业与乡村
旅游形成百亿级优势特色产业。

依托自治区18个农畜产品产业带和2个千亿级、10
个百亿级产业集群统筹发展，推动休闲农牧业与乡村旅
游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集约化，延伸产业链条，大幅
提高农牧业附加值，做大做强休闲农牧业龙头企业，发挥
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双丰收，将自治
区休闲农牧业与乡村旅游打造成为国内具有较强影响
力、竞争力和鲜明特色的乡村休闲旅游品牌。

培育一批总资产规模20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规模
1000万元以上，年销售收入（交易额）2000万元以上，带
动农牧民就业人数200人以上休闲农牧业龙头企业。

促进农牧业产业化、品牌化，并同发展文化旅游、乡
村旅游结合起来，增加农牧民收入——内蒙古休闲农牧
业和乡村旅游“蓝海”正在被深度激活。

领略山清水秀、美
丽恬静的田园风光，体
验瓜果飘香、蔬菜满园
的采摘乐趣，品尝原汁
原味、鲜美至臻的农家
菜肴，体味丰富多彩、独
具特色的民俗文化……
这些年，随着内蒙古广
袤乡村舒展振兴新画
卷，返璞归真的乡村休
闲游成为新潮流，受到
越来越多人的青睐。

良 好 的 生 态 环 境
是乡村最大优势和宝
贵财富。一直以来，内
蒙古执“绿”之笔向美
而行，建设美丽乡村、
打造生态旅游、发展特
色产业，一个个乡村提
颜增质，既有看头，又
有赚头，更有奔头。护
好 生 态 ，才 能 鼓 起 口
袋。发展乡村旅游，关
键在于呵护好“绿水青
山”这个“金饭碗”，统
筹推进休闲农牧业与
文化、旅游、教育、康养
等产业融合发展，让更
多“好风景”转化为乡
村振兴的“好钱景”、生
出老百姓的“好光景”。

乡村旅游重在“特
色”。再好的美食吃多
了也会腻，再美的风景
看多了也觉无趣。一
地应有一地的风情，一
村要有一村的看点，不
能 一 哄 而 上 、千 篇 一
律。乡村旅游要想脱
颖而出，就要打破单一
和同质化，匠心独用提
高服务品质，别出心裁
打造特色招牌。各地
要根据不同乡村的地
域特点、资源禀赋、产
业特色，精心挖掘乡土
文化、民俗底蕴、非遗
技艺等独特魅力，推陈
出新提供新场景、新玩
法、新体验，让更多“头
回客”变成“回头客”。

“好风景”生出
“好光景”

□哈丽琴

〖短评〗
兴安盟突泉县曙光现代农

业循环经济园区的油菜花绚烂
绽放，吸引游客前来赏花打卡。

曾令刚 摄

赤峰市宁城县黑里河镇朝阳沟村盘活闲置农村土
地与宅基地资源，建设黑里河·宿集村助力乡村旅游。

本报记者 肖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