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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8日 星期二 鄂尔多斯

“‘未来草原’项目，让我美梦成真，并开启了更加美好
的未来新生活。”8月 31日，秋雨初歇，坐在“游牧之家”落地
窗前的沙发上，望着屋外一望无垠的草原，听着悠扬的牧
歌，聊起“未来草原”的话题，白牡丹情不自禁地说。

1985年 12月出生的白牡丹，是杭锦旗锡尼镇巴音布拉
格嘎查的一位牧民，也是杭锦旗女子创业协会发起人，而今
是“未来草原”项目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新牧民，更是建
筑面积685平方米的“游牧之家”二层民宿的女主人。

“‘未来草原’项目启动之后，我第一个主动响应，也是
第一位受益者，村集体、景区和我签了 11年合同，每年民宿
有 7万元租赁费和盈余 30%分红。”白牡丹高兴地说，11年
之后，民宿就归我家所有，这也圆了我多年来的一个梦想
——自家的草原上拥有一座独栋别墅。

“游牧之家”民宿作为“未来草原”旅游开发的第一个试
点项目，于今年7月份率先运营以来，热衷于追求轻奢化、私
人订制的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尤其是进入 8月份以来，楼上
楼下的6个房间每天都爆满，景区更是为每名入住游客提供
管家式服务，吃住行游购娱是一条龙通达便捷。

家有草原、以梦为马，奋斗不息、未来可期。如今，白牡
丹发挥自身所长，在自家的民宿内就了业，当上了一名游客
早餐营养师，并从每名游客 1980元套票中提取 69元的早餐
服务费，而且还养着 3匹马、100多只羊，过上了逍遥自在、
富足有余的美好新生活。

早在 2004年，白牡丹随着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对外运
营后，也开始在景区内经营起自家的牧家乐。由于她做的
蒙餐地道好吃，再加上热情好客、辛苦付出、经营有方，还销
售自制的干羊肉、奶食品和民族工艺品等，小日子过得是一
天比一天强。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已成为内蒙古
西部地区草原类度假景区的代表，成功创建国家AAAA级
旅游景区、中国最佳创新好景区、全国优选旅游项目单位，
累计接待游客280万人次。

草原成风景，美景变资源。如诗如画的草原景区让络绎
不绝的国内外游客饱了眼福的同时，也带动周边农牧民搭
上了旅游业“快车”。

为了推动杭锦旗旅游产业提质增效，破解草原旅游发展
瓶颈，助力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凝聚起“万企兴万村”村企合
力，避免牧民与景区之间低水平同质化、无序盲目发展和恶
性循环竞争，2022年，杭锦旗按照“端生态碗、吃文旅饭、做
民宿文章”的发展思路，探索“牧户变业主、民宿变景点、牧
区变景区”的牧旅融合新业态，提出打造以巴音布拉格嘎查
草原为核心区的“未来草原”新式旅游度假村，力图将锡尼
镇打造成全国草原观光旅游度假首选目的地。

为此，杭锦旗委、政府成立了“未来草原”专项组统筹调
度，具体由锡尼镇牵头，巴音布拉格嘎查成立村集体公司组
织实施并利用集体闲置地发展集体民宿经济，鄂尔多斯草
原景区专业团队负责经营管理、利益分红等。

锡尼镇党委书记魏爱民介绍，项目坚持以“共建共享、
共同富裕”为原则，采取“政府+企业+村集体+农牧户”的运
营模式，通过建设针对中高端人群的草原野奢民宿和高端
功能区标志性建筑，引导和鼓励周边农牧户深度参与旅游
开发，形成“景(区)村融合、人人共建、牧户参与、共同富裕”
的利益共享合作机制，打造全国高端旅行目的地，进而建设
成为“乡村旅游、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标杆样板。

2022年 7月 25日，杭锦旗“未来草原”民宿创意设计工
作营开营仪式于鄂尔多斯草原景区举办，与《世界建筑》杂
志社合作邀请 5家国内知名建筑设计团队进驻“未来草原”
民宿创意设计工作营。

“未来草原”民宿创意设计工作营开营当天，建筑设计
团队对现场进行踏勘，并以“景村融合、文旅共振，汇聚文化
力量、彰显建筑魅力”为题，依托草原文化和景观资源，运用

全新的建筑艺术理念，重新构筑草原建筑，使其既保持原有
的草原文脉，又兼具现代舒适性和当代美学的要求，展现

“未来草原”民宿独特性，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未来草原”
民宿设计工作。

2023年 2月 21日，由杭锦旗锡尼镇巴音布拉格嘎查委
员会 100%出资设立的企业杭锦旗福泉商贸有限公司、巴音
布拉格嘎查牧民与内蒙古蒙之旅度假旅游有限公司在锡尼
镇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

“本次合作经营协议规定了村集体、牧民和景区的合作
模式、盈余分配、合作期限等内容。”巴音布拉格嘎查党支部
书记布仁高娃介绍，具体由村集体负责租赁牧民房屋，并在
牧民宅基地上投资建设民宿，景区以租赁方式运营民宿 11
年，每年给牧民保底 7万元租赁费和民宿盈余 30%分红，11
年后，所建民宿归牧民所有居住或继续参与项目经营。

2023年 7月，总投资 7054万元的“未来草原”旅游开发
项目正式开工，集中建设 30户高端民宿度假集群和具有公
共阅读、非遗展示、文艺演出、展陈展览、分享交流、文创销
售、会议办公等十几个融合业态的高端功能性综合体。

“该项目主体工程现已接近尾声，内部装修预计在今年
年底前完工，明年 5月正式投入运营。”锡尼镇党委委员、宣
传委员李庆娥介绍，该项目的建成，不仅能构建景村融合的
美好图景，给牧民带来新的生活、生产方式，也能改变现有
的旅游度假方式，引领乡村文旅新潮流，助力草原旅游“出
圈”。

走进“未来草原”高端民宿度假集群，只见一幅美丽的
生态画卷完美地呈现在眼前，一栋栋设计独特、高端时尚的
民宿，静穆地矗立在雨后的草原上，与碧绿的草原层叠相
拥，飘逸的云朵在天空中随风升腾，蜿蜒的草原公路伸向了
远方……

□孟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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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更多
爱上暖城夜生活的理由

小小的一条街，浓缩着一座

城市的夜生活，正成为衡量城市

商业繁荣程度、居民生活品质的

重要标尺。

夜经济的兴起，丰富的是市

民的夜间生活，更成为推动地方

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鄂尔多斯

市积极推动新“夜”态发展，借“夏

日晚风”之力，激发新的消费活

力，让夜色中的城市更加生动多

彩。

但如何保持持久的“火力劲

儿”，不断提升消费产品质量、塑

造消费新形态，是夜经济发展面

临的重要课题。深挖地方特色与

文化特质，打造更多具有差异化、

个性化、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是推

动夜经济持续繁荣发展的关键。

实践证明，通过不断创新与探索，

夜经济正在成为传播鄂尔多斯文

化、提升暖城形象力的重要载体。

同时，培育夜经济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政府搭台、企业唱

戏、消费者参与。我们要因地制

宜、精准施策、凝聚合力，从精细

化管理层面上下功夫，让一条街

“火起来”，经济“热起来”，城市

“亮起来”，为游客创造更多爱上

暖城的理由。

□陈凌禹

民宿集群让未来更可期

离尘世不远，与自然相近。近

年来，随着“民宿热”席卷全国，越

来越多的精品民宿也在暖城这方

热土中深深扎根生长，在美丽山水

间恬然绽放，成为暖城文化旅游中

的一抹亮色。

民宿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新

生力量，乡村民宿为旅游业带来新

机遇。民宿之热，热于集群，死于

单一。这种说法可能过于绝对，但

单一的民宿体已经越来越不能满

足游客的需求。

而杭锦旗“未来草原”项目，要

做的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体

民宿，而是民宿新浪潮下的宿集，

即民宿集群。这样的集群不再是

简单地整合多家民宿，是要创造一

种“景村融合”的乡村新生活方式、

一个新式的草原度假村。

同时，“未来草原”项目的民宿

集群代表了一种情怀，一种具有原

真的生活状态，更是一种追求自由

洒脱、纯粹自在、心灵回归、天人合

一的生活方式，而这些情怀、生活

状态与方式，正符合当下追求自

我、体验生活的心态。

>>>>>>>>>>

□孟瑞林

““中国式现代化鄂尔多斯实践中国式现代化鄂尔多斯实践””现场观察记现场观察记⑤⑤

“老板，再来1份烤凤爪，还要3瓶啤酒。”“10串羊肉串，1

份炒花甲。”傍晚时分，在乌兰木伦湖区广场的小吃街上，食客

们一声声嘹亮的吆喝，将来来往往的人拽入这片人间烟火中。

“好嘞，没问题，马上就好。”二丫蒙氏烧烤的老板袁秀芳

响亮地回答。

袁秀芳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她说：“我想把家乡的美味

带给远方的游客，能让人们尝尝鄂尔多斯的好味道，也为自己

开辟一条新赛道。”肉是本地肉，酒是自酿酒，外地的游客赞不

绝口，本地的回头客越来越多，烧烤摊一个月的收入就达到了

近5万元。

而在这条美食街上，像袁秀芳一样烹饪生活烟火气的小

吃摊主还有很多。他们用各类小吃探索着因地制宜的平民美

味，也从一个个排档中窥见了一座城市顺应时代的致富密码。

每天上午10点，位于东胜区“嘉嘉青创1980老街区”的

各个商铺就已经忙碌了起来，极具特色的装修风格，再加上市

民浓厚的老街情怀，让这里迅速成为网红打卡地。

“我们都是10多年的老顾客了，就爱这一口地道滋味。”

家住1980老街区附近的市民陈永乐与几名好友相约来到这

里的西北牧民烤羊店大快朵颐。“这条老街最热闹时，脚踩脚、

人挤人咧！”正在招呼客人的店主尚晓伟乐呵呵地说。“我选择

在这里开店是因为这条街有特点，能吸引住客人，现在我的生

意越来越好，日营业额可以达到1万元以上。”尚晓伟说。

一条“老街”能有什么特点？原来这条老街的前身是建于

上世纪80年代的平房区，由于历史原因和基础设施的滞后，

房屋状况普遍较差，安全隐患多，居民生活不便，整体街区存

在“拆迁难、使用难、管护难”等问题。

让“老街”焕发“新生”，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东胜区

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对平房进行加固改造，整体出租，构

建“家门口的消费圈”。经过整体改造，这里俨然已经大变

样。新建约1.3公里的外街，将原来的“交通空间”提升为“休

闲空间”，既为人流留足了驻足的空间，也为餐饮业态争取了

更多的商机，夜幕降临，不断有人们三五成群从这条“迷你步

行街”上经过，找到自己心仪的店铺，或跟朋友小酌几

杯，或痛痛快快吃一顿喜爱的美食，让消费者

享“福”，创业者能“富”。

这边厢，老夜市魅力不减、

食客满座；那边厢，新街区成为

“流量密码”，吸引着各地游客。

古建筑辉映着绚丽灯光，

民俗表演吸引着游人驻足；道

路两旁，各式各样的小吃散发

着诱人香气……炎炎夏日，伊

金霍洛旗郡王府“福”街成为许

多游客打卡的好去处。

客似云来，人头攒动。漫步在“福”街，看百年王府的雕梁

画栋，赏伊金霍洛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展示，品独具风味的王

府美食。“福”街犹如一扇“城市之窗”，为市民游客提供一个集

非物质文化遗产科普、艺术欣赏、非物质文化遗产选购及休闲

美食于一体的全新文旅体验空间。

一条街，为这座城市的夜注入了蓬勃的生机；这条街，也

是鄂尔多斯不断“火热”的夜经济中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在积极打造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

区、出台政策支持夜间经济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夜经济从

传统的以餐饮、购物为主的夜市，向“夜游、夜食、夜演、夜宿、夜

集、夜读、夜健”等为主题的夜间文旅消费活动转变，衍生出了丰

富多元的全新业态。潮牌商店、萌宠乐园、国潮演艺……丰富的

夜间消费场景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特色街区百花齐放、争奇斗

艳，让市民游客一扫白天的辛劳疲倦，夜生活“热辣滚烫”。

不断丰富的“夜态”让暖城品牌更响亮，鄂尔多斯市获评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1家、自治区级旅游休闲

街区 1家、自治区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1家。今年

上半年，鄂尔多斯市共接待国内游客1661.50万人次，国内游

客总花费218.82亿元，分别增长25.60%和34.39%。

以夜兴业、以业活夜。盛夏的鄂尔多斯已经进入了夜间

经济最活跃的时期，人气在夜

幕中集聚，财气在霓虹中

升腾。越“夜”越精

彩，越“夜”越

迷人！

一条街的烟火一条街的烟火：：点燃城市夜经济点燃城市夜经济
□陈凌禹 折海军 常娜

（本版图片均由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提供）

鄂尔多斯多姿多彩的夜经济火了。

乌兰木伦湖区广场。

伊金霍洛旗郡王府“福”街。

游客在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游玩。
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一角。

“游牧之家”民宿。

1980老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