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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河是中华文明的最主 要

发 源 地， 流 经 内 蒙 古 843 公

里，在促 进内蒙 古民族团结、

繁 荣 经济社会、推动多元文化

融合等方面发 挥了巨大作用。

近年来，内蒙古文化旅游部门

依托沿黄地区富集的文化旅游

资源、优 越的区位交 通优 势、

集 聚 的 各 类 产 业 和 相 对 密 集

的人口分布等 优 势， 充分发 挥

文化旅游业 关联度大、涉及面

宽、 拉动力强的特点， 积极 推

动文 旅融合，加速产业转型升

级，为内蒙古黄河流域地区经

济发展创造新优势，提供持续

增长新动能。

一、黄河流域文化保护

利用和旅游业发展现状

内蒙 古自治区高度 重 视文

化旅游业的发展，近年来出台了

多项扶持发展文化旅游业的政

策举 措，提出大力推 进 厕所革

命、 乡村 旅 游、 旅 游 外 交、 文

明旅游、全域 旅游、旅游 + 等

一系列重点举 措，积极通过专

项资金、 地方债、 文化和 旅 游

产业基 金、组建文化旅游 投资

集团等方式加大 对文化旅游业

的资金投入，多项政策的有力

实施对推进黄河流域文化保护

传承、旅游资源开发起到了重

要作用。

（一）文化遗产丰富

内蒙 古自治区黄 河流域 历

史文化 遗产丰富，遍 及呼和浩

特 市、 包 头市、 乌兰 察 布 市、

鄂尔多 斯市、 巴彦淖尔市、 乌

海 市、 阿 拉善盟 共 7 个 盟市，

现 有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53 处，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 位 273 处， 战 国、 秦、 汉、

北 魏、 北 齐、 隋、 金、 明 等历

代 长 城 共 655.25 公 里， 国 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

24 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 25 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

抓好黄河流域文化传承保护   带动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摘  要 ：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文

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内蒙古是黄河流域的重要省区，具有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的文化资

源和壮美多样、独特富集的旅游资源，全面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推动文化

传承保护和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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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产 代 表 性 项目 321 个， 自治

区级代 表 性传承 人 353 人。 近

年来，自治区扎实开展文物保

护工程建设，在黄河流域地区

陆续实施了各类文物保护单位

的保护修缮、抢险加固工程，

文物建筑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利

用，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二）旅游业快速发展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黄 河 流 域

的 7 个 盟 市 共 有 A 级 旅 游 景

区 216 家， 占全区 A 级 景区总

数 的 56%， 其 中 5A 级 旅 游 景

区 2 家（ 全 区 共 5 家 ），4A 级

景区 84 家，3A 级 景区 64 家，

2A 级 景 区 66 家 ；有 旅 行 社

563 家， 占全区 旅 行社 总数 的

49%。 有 星 级 饭 店 151 家， 占

全区星级饭 店总数的 51%。成

功创建了一批国家 级 旅游示范

项目，如鄂尔多 斯市被 列为全

国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 ；敕

勒川旅游区（哈素海）被评定为

国家首批湿地旅游示范基地 ；

佟成元 1  乔少辉 2

特别策划 SPECIAL PLANNING北方经济



37

SPECIAL PLANNING 特别策划 2019 10

内蒙古伊利集团被国家旅游局

评为工业 旅游示范基地 ；越 野

e 族 阿拉善梦想沙漠 汽 车航 空

乐园成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

地 ；乌兰夫纪 念馆等 4 个 红色

旅游景区被评为全国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2018 年，内蒙古共

接 待 旅 游 者 1.3 亿 人 次， 同比

增 长 12.01%， 实 现 旅 游 业 总

收 入 4011.3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61%。 其 中， 黄 河 流 域 的 7

个盟市全 年接 待国内外旅游者

7137.46 万人次，占全区接待旅

游者总数的 54.72%，实现旅游

业 总 收 入 2320.18 亿 元， 占 全

区旅游业总收入的 57.84%。

（三）文旅融合进一步加强

内蒙古沿黄河两岸沙漠浩

瀚、 草原广 布、 峡 谷 险峻、 古

迹众 多、文化深厚，不但孕育

了富饶的河 套粮仓，更 蕴含着

富集壮美的自然景观和多元深

厚的特色文化，发展文化旅游

业的基础条件成熟。内蒙古也

积极 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推

进黄河流域地区文化和旅游深

度融合， 并取得成 效。 开展 并

编制了一批围绕黄河“几字湾”

文化旅游发展的专项规 划 ；打

造了一 批知 名文化 旅 游 景区，

如老牛湾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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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了一

批精品文化旅游 线路，如黄 河

几字湾大漠风情线、农 耕民俗

体 验游等 ；开发长城 旅游，如

呼和浩 特市在明长城，包头市

在阴山战国赵长城、秦 汉代长

城，巴彦淖尔市在乌拉特前 旗

小佘太长城 段分别建 立了文化

旅游 项目和文化公园等 ；培育

了一 批文化 旅 游活 动品牌， 如

河套文化旅游节、黄 河开河鱼

捕捞等 ；依托自治区“壮美内蒙

古·亮丽风 景 线”整 体品牌形

象，推出“黄河文化旅游”宣传

品牌，集中推出展 示沿黄文旅

走廊自然风光和文化风俗。

二、存在的问题

尽管内蒙古黄 河流域 文化

资源得到了较 好 保护，旅游业

得到了较快 发展，但仍存在诸

多问题需要解决。

（一）文化旅游资源传承

保护不够

文物的保护和安全工作有

待进一步强化，未能全面落实

政 府对文物保护的主体责任、

相关部门监管 责任、文物所有

人和使用人的直接责任等。黄

河流域早期聚落遗址考古调查

与研究工作、遗址遗迹的保护

和维修工程以及对遗产遗迹的

宣传和展 示工作都有待进一步

完善。

（二）文化旅游规划布局

不足

文化旅游 空间布局 还不够

合理。黄 河流域 7 个盟市的文

化旅游资源特色各异，文旅产

业基础参差不齐，仍没有进行

系统性、整 体性 规 划和布局。

加之各盟市及旗县区尚未根据

资源特色和市场细分 进行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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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精细化打造，造成了一定

程度的重复建 设和资源浪费。

如，千篇一律的跟风草原、沙漠

旅游项目等，由于开发运营传统

粗放，导致部分地区不能聚焦自

身资源优势和文化特色，无法在

文化旅游市场上，展现其 独特

性、创新性和引领性。

（三）文化与旅游融合不足

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的融

合多局限于观光游和初级休闲

游，融合渠道和形式还不够丰

富，很 少能够利用诸如电影、

表演 艺 术、 设 计、 动漫、 绘画

等艺术载体去实现文化资源和

旅游项目（产品）的有机融合。

文化旅游融合的产品研发及相

关产业 集群的发展研究不足，

对产业的带 动力有限。其次，

文化旅游融合深入不够，融合

层 次不高，缺乏创新意 识。文

化创意、高科 技元素在产业融

合中的应 用较 少，产业链的纵

向延伸不充分。 旅 游产品、 工

艺品、艺术作品表演等转化为

文化产品的能力有限，缺乏具

有竞争力及市场 影响力的融合

性精品产品。

（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不足

黄河流域地区文化旅游龙

头企业存在概念及定位模糊，

数 量 太 少、体量 太小。一方面

对国际国内大型文化旅游企业

的引进不足， 另一方面， 本地

文化旅游与国际国内大型文化

旅 游 企 业 合 作 不 深、 方 式 不

活，缺乏可推广、可复制的龙头

企业 成功经验。同时，龙头 企

业 盈利能力较 差，尽管黄河流

域盟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速度

较快，已经成为经济新的增长

点， 但 是由于淡 旺季明显、 经

营成 本 较 大、 游客总量不足、

旅游项目雷同、经营 管理不力

等因素影响，大部分旅游 企业

的经营效 益都比较 差。加上一

些旅游 企业由于淡季、竞争或

团队等因素的影响， 常常处于

半歇 业的状态，从而导致区域

内整体旅游环境不佳，投资和

经营热情不足。

三、思路与对策建议

基于内蒙古黄 河流域 文化

保护传承及文化旅游业发展面

临的突出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继续加强文化旅游

资源的保护利用

一 方 面， 要 加 大 对 黄 河

流 域 文 物 的 保 护 力 度。 持 续

高标准完善文物保 护单位“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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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基 础 工 作， 建 立 文 物 保

护和安全工作协调机制，促 进

文物保护和安全工作的落实 ；

在 黄 河 流 域 盟 市 重 点 实 施 一

批 古 建 筑 遗 址、 少 数 民 族 建

筑、工业遗产、革命遗 址等 保

护维修工程 ；同时，大力开展

黄 河 流 域 文化 遗 址 遗 迹 的 宣

传研究和展 示工作，广泛传播

文物蕴含的文化精髓和时代价

值。另一方面，要继续做 好黄

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

护工作。加快非遗产业转化能

力， 推动建 立“ 国家传 统 工艺

工作 站 ”， 帮助 传 统 工 艺传 承

人群及相关 从 业者丰富传统工

艺的题材和产品品种，开拓非

遗商品销售渠道 ；推 进文化生

态 保 护 区 建 设， 积 极 推 进 鄂

尔多斯文化生态 保护区申报国

家 级 文 化 生 态 保 护 实 验 区申

报 工作，开展自治区级 文化 生

态 保 护 区 和 传 承 基 地 设 立 工

作， 举 办“ 全 区自治区 级 文化

生态 保 护区建 设 交流 展”；加

强非遗宣传展 示，继续推动非

遗进校园、进社区，组织开展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草原文

化遗产保护日”等系列展 示活

动。

（二）加快制定高质量黄

河流域文化旅游规划

组织 编制《 黄 河几 字 湾文

化旅游风情带旅游发展规划》，

以统筹沿黄河盟市旅游资源，

深度挖掘黄 河文化内涵，打造

“黄河生态经济带”的生态文明

建 设典范，打造黄河文化旅游

品牌。为做 好内蒙古非物质文

化遗产抢救性保护，尽快 研究

出台《 自治区传 统 工艺 振 兴三

年 规 划（2019—2021 年）》， 深

入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此

外，还要加强非遗传承人培养

培训，研究制定《自治区非遗传

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三年

实 施 方 案（2019—2021 年）》，

持 续推 进“非遗传承人群研 修

研习培训计划”，争取形成覆盖

非遗各门类的研究培育体系。

（三）推进文化与旅游的

深度融合

一是开展全区文化旅游资

源普查工作，深入挖掘内蒙古

优秀传统和民族精髓，打造既

有民族文化底蕴又富有时代精

神的旅游精品，开发具 有文化

内涵的旅游商品，推动旅游业

成 为 传 播 优 秀 传 统 民 族 文化

的重要渠道。二是推动阴山岩

刻遗 址群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

依法依规 对居延遗址等文化遗

址进行合理的旅游开发，建设

黄 河文化公园等 一批自治区级

文化公园，将文化公园建 设与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

来，与保 护 好、传承好、利用

好文物和遗址遗迹资源结合起

来，打造沿黄地区高端文化旅

游名片。三是大力发 展 红色旅

游，重 点开发呼和浩 特市、鄂

尔多斯市红色资源，打造老牛

坡红色教育基地、城 川红色小

镇等红色旅游 项目，将红色旅

游打造成常学常新的理想信念

教育课堂。四是建设一批黄河

文化和旅游发展 示范 项目，支

持开发文化旅游综合体，推动

城市、景区旅游演 艺发展，推

出阴山岩画游、长城徒步游等

一批专题文化旅游线路。

（四）争取国家和自治区

党委政府更多的支持

一是需要继续积极争取国

家在内蒙古创建国家级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方面给予支持。目

前，全国有 21 个国家级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内蒙古自治区尚

没有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要积极争取将极具代表 性

和特色化的鄂尔多斯市文化生

态保护区列为国家文化生态保

护区。二是争取国家在黄 河流

域盟市 5A 级旅游景区创建方面

给 予支持和帮助。目前黄 河流

域地区高 A 级景区数量还较少，

亟需创建一批高 A 级，特别是

5A 级旅游景区，带动黄河流域

旅游业发展。积极争取阿拉善

盟胡杨林旅游区进行 5A 级旅游

景区评定，及呼和浩特市老牛湾

旅游景区、阿拉善巴丹吉林沙漠

旅游区进行国家 5A 旅游景区景

观质量 评 价。三是争取国家在

黄河流域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旅游景区建 设等方面

给予倾斜性的项目资金支持。

（作者单位 ：1. 内蒙古自治区

发展研究中心 ；2. 内蒙古自治区

文化旅游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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