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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元

合作伙伴、多个区域板块、多类

实施主体等多项重点目标，并以

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

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五

通”为主要内容。其中，民心相

通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

思想基础，也是中蒙俄三国之间

深化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

沟通桥梁。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

代也即经济文化和文化经济时

代，文化认同成为综合国力竞争

中最重要的“软实力”。国家与

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是

不是认同彼此的历史与文化？是

不是接受彼此的传统与价值观？

看待彼此是友是敌？民心相通与

文化认同至为关键，而文化交流

与合作也是最受欢迎、最为有效

的夯实民心基础的重要手段。充

分发挥文化认同即文化对政府和

公众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影响

力，亦即充分认识建设“中蒙俄

文化走廊”的必要性，对促进中

蒙俄三国“五通”即政策沟通、

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

和民心相通，从而合作共建“中

蒙俄经济走廊”具有无可替代的

现实意义。

二、“中蒙俄文化走廊”

建设的现实基础

（一）对外文化交流日趋活

跃

随着中蒙俄文化交流与合

作的不断推进，中国同蒙古国和

俄罗斯人文交流与合作更加紧

密，呈现出积极互动的良好态

势。譬如，中蒙之间联合举办的

“文化周”“文化月”和“中国版

画展”“国际服饰文化节”“青少

年足球邀请赛”等大型演出、展

览、交流等系列活动，作为各领

域全方位合作的展示，成效十分

显著。我国积极参与俄、蒙举办

的各类文化活动如音乐节、作家

节、文化论坛、竞技比赛、民俗

展示等文化活动，极大提升双方

文化交流的范围与质量。同时，

内蒙古积极发挥区域与民族优

势 , 加强对俄、蒙的文化传播力

度，构建以广播、电视、网络、

报纸、杂志、书店相互联动的

“六位一体”外宣格局。特别是

二连浩特市和满洲里市作为口岸

城市，扎实推进对外文化交流，

在我国对俄、蒙文化交流中正在

发挥着重要作用。两市从单一的

文艺演出起步，逐渐发展成为涵

盖会展、论坛、互办城市活动等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

活动，层次不断提升，领域不断

扩大，对促进中俄蒙三国文化交

流、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二）学术话语权显著增强

目前中蒙俄三国学术交流

活跃，学术话语增强，以中国社

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

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吉林

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黑龙江

社会科学院、黑龙江大学等为代

表的国家及地方科研机构和高校

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举办了一系

列国际性大型学术活动，显著增

强了我国在相关学术领域中的话

语权，中蒙俄国际智库论坛连续

举办三届 , 平台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三国其他智库间交流

频繁，中蒙俄三国相关学术机构

互派学者，互相兼任对方学术机

构的特约教授（研究员）进行学

术交流和合作已成常态，三国学

术界之间及其学者相互借鉴、密

切切磋、加强合作的良好学术氛

围基本形成，为中蒙俄三国“五

通”发挥着积极的引擎和先导作

用。

（三）教育合作持续深入

中蒙俄三国教育合作在广

度与深度上都有显著拓展。中国

在俄罗斯、蒙古国都设立了孔子

学院，为有力推进俄罗斯、蒙古

国两国青少年学习了解中国文化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机遇。中国

同时在俄蒙两国设立中国文化研

究中心，中国各高校大多采取开

放式办学与俄蒙两国建立了长效

的合作交流机制，并逐年增加外

国留学生的数量。据统计，蒙古

国现有 60 多所大中小学开设汉

语课程，接受汉语教育的学生达

万人，在蒙执教的中国汉语教

师有 182 人，蒙古在华留学生达

8000 余人，在内蒙古，有 30 所

学校接受俄蒙留学生，在校留

学生近 3000 人。在二连浩特学

习的蒙古国中小学生达 5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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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一条以文明

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

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

优越，推动中欧乃至世界各国相

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之

路”。文化的互联互通是多元异

质的民族相互对话的过程，相对

于经济而言，文化的互联互通颇

具基础性、可持续性和极端重

要性，“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作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之

一，必将使中蒙俄三国的战略对

接与互利共赢推向新高度，因而

迫切需要发挥文化软实力的先

导、支撑和助推作用，其中，最

为现实的最佳选择就是要建设好

“中蒙俄文化走廊”。

一、建设“中蒙俄文化

走廊”的必要性

（一）建设“中蒙俄文化走

廊”是“丝路精神”的当代彰显

绵 亘 万 里 的 古 代 丝 绸 之

路，先人用驼队架起东西方经济

“中蒙俄文化走廊”建设研究

文化交流的桥梁，沿线国家不同

文明、宗教、种族在长期的通商

易货中不断求同存异，书写了互

相借鉴、彼此尊重、共同发展的

壮丽诗篇，孕育和凝结了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的丝路精神，无不给后人以

深刻的智慧和启示。从古代丝绸

之路的历史地缘和人文往来观

之，中蒙俄三国山水相连、睦邻

友好、交往频繁，堪称亚欧人民

互鉴互利的先行者和典范，早已

形成底蕴深厚和独具魅力的草原

丝路精神，而它作为“丝路精

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促进东

西方文化对话和文明互鉴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设中蒙

俄文化走廊”就是草原丝路精神

的发扬光大，更是“丝路精神”

的当代彰显和弘扬。首先，中蒙

享有相同的族源和丰富的文化资

源，这种共有族源和这些共同资

源渗透在两国的历史文化中，也

存续在两国的现实社会生活中，

是中蒙游牧文明传统和草原文化

摘   要 ：“‘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

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在文明对话中文化的互联互通是多元异质的民族相

互对话的过程，相对于经济而言，文化的互联互通颇具基础性、可持续性和极端重要性，当下“中蒙俄

经济走廊”作为外向型丝路经济更是文化的经济，文化是核心要义。“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迫切需要

弘扬草原丝路精神，更好发挥文化的软力量支撑和先导作用，以文化相通助力经济走廊的务实推进。

关键词 ：中蒙俄文化走廊   软力量  先导性  基础性

灵魂在当今时代的进一步发扬

光大，是建设“中蒙俄文化走

廊”的极为重要的文化因子和

文化力量。再如，从 18 世纪中

叶到 20 世纪初，中国北方草原

还有一条通向蒙古高原和西伯

利亚腹地的“茶叶之路”，横跨

整个亚、欧大陆，曾经创造过

辉煌的商业奇迹，展现了亚、

欧人民民间社会密切交往的历

史需求，更是一条推进东西方

现代进程的商贸之路、文化之

路和友谊之路。所有这些历史

记忆，都是留给中蒙俄三国的

一份珍贵文化遗产，正是以这

条“茶叶之路”为主题，中蒙

俄三国抓住其中最为重要的人

文契合点和文化共享资源，联

合签署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宣

言，开启了尊重历史、传承文

化 和 开 拓 未 来 的 新 的 合 作 篇

章，无疑是草原丝路精神的当

代绽放和创新之举。

（二）文化认同是民心相通

等“五通”的软实力支撑

张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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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茶叶之路”为主题，中蒙

俄三国抓住其中最为重要的人

文契合点和文化共享资源，联

合签署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宣

言，开启了尊重历史、传承文

化 和 开 拓 未 来 的 新 的 合 作 篇

章，无疑是草原丝路精神的当

代绽放和创新之举。

（二）文化认同是民心相通

等“五通”的软实力支撑

张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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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精品舞台剧目、优秀蒙古

文译介等项目，不断推出保持时

代特色的精品力作。推动文化产

品的内容创新，利用在国外举办

“内蒙古地区年”的机会，摸清

和贴近国外受众文化需求和消费

习惯 , 生产和输出一批表现力、

吸引力、竞争力强，附加值高、

影响力大的国际知名品牌。同

时，要推进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结

合，必须用国际化的视野，做好

本土化的运作，既要有鲜明的民

族特色，又要考虑国际受众的审

美取向，真正做到本土化与国际

化的结合。

（四）顶层设计，推动政府

与民间交流与合作

统筹各类资源和政策，落

实好与“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政

府间文化合作协定，丰富现有机

制框架下的人文合作内容。加强

政府主导的官方交流，积极开展

主流、高层和社会精英往来和对

话，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增进理

解，加深友谊 ；重视媒体的理论

以及宣传部门的“扩声”作用和

影响力，运用现代媒体，邀请国

外专家、学者参与各类学术交流

周、学术论坛、文化讲座等，组

织展览巡展互换、文博图书资料

共享、人才培训交流等合作活

动 , 加大“中蒙俄经济走廊”建

设中的人文交流。发挥民间文化

交流灵活、专业、便捷、随意、

轻松等特点，筛选其中既有传统

文化传承，又有现代发展创新的

内容，抓住文化的交流点，以多

种形式进行平等沟通交流，表现

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文化繁荣

的成果。提升民间对外文化交流

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内涵，加强民

间对外文化交流的经验总结，提

炼规律，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让民间交流活跃起来，通过降低

门槛、政策引导等形式，让民间

口碑相传，自发自愿讲好我国改

革开放新篇章，讲好内蒙古民族

团结，讲好中国亲诚惠容理念，

讲好“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新

构想和中蒙俄三国友好发展故事。

（五）借助 “茶叶之路”，构

建草原旅游走廊

充分依托中俄蒙的跨境旅

游合作机制，大力推进“茶叶之

路”的旅游发展，共建草原丝路

特色精品旅游体系。通过做大国

内旅游市场、有效对接国际市

场、畅通旅游目的地的丝路通

道，不断吸引草原丝路上的来华

游客 ；共同开发丝路沿线的旅游

资源，打造丝路特色精品通道，

输送国内游客沿草原丝路的旅

游 ；强化旅游产业的中蒙俄三国

合作机制，尽可能在通关、签证

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提供便利 ；共

同打造草原丝路的共同旅游文化

品牌，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和影

响力、带动力和辐射力 ；强化三

国旅游宣传和推介，加强媒体合

作，大力推进“旅游 +”和“互

联网 +” ，促进中蒙俄三国旅游

与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拓展旅

游的领域，延伸旅游的产业链和

附加值 ；加大人才培养和使用，

不断推出跨国旅游文化复合型人

才，使旅游不仅成为“中蒙俄文

化走廊”建设的排头兵和优先领

域，同时成为联接三国人民情感

的粘合剂和润滑剂。

（六）依托跨境民族和文化

符号 , 提升文化认同感

积极发挥蒙古族、俄罗斯族

等跨境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俗资

源，系牢共有民族文化符号纽带 ,

促进民心相通。把民心相通作为

落脚点，积极组织邀请三国各类

主流媒体合作采访和举办媒体论

坛，联手推出系列报道，客观真

实宣介共同愿景、民意民心、互

利共赢的精彩故事、互联互通和

共同发展的成果，增强合作共赢

的公信力和民意基础。加强考古

和申遗合作，促进以草原丝绸之

路为主题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承保护、创新发展和联合

申遗，通过组织国际联合调查、

普查和考古，帮助俄蒙改善文物

保护和开发利用 , 提升中蒙俄的

文化认同意识。建立更加完善合

理的民间交流机制，制定多元化

优惠政策，促进边境人民往来，

发挥友好关系的辐射效应，带动

和影响内地人民的热情和认同，

增加互信，增进共识，在相互理

解、友好相待中构建文化走廊，

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发挥

重要引擎和先导作用。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

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 ：代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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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俄罗斯来华学生达 1.3 万

人，同比增加 7%。近 2.5 万名

中国学生留学俄罗斯，俄罗斯

在华建立 7 家俄语中心，内蒙古

与俄蒙两国分别缔结了 9 对、11

对友好地区关系，中国语言文化

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四）民间文化交流不断拓

展

中 蒙 俄 三 国 民 间 交 流 频

繁，文化交流深度和广度不断延

伸。特别是内蒙古民间组织对蒙

古国的文化交流十分活跃，借助

跨境民族的语言、民俗及文化相

同相近等特殊优势，随着便民通

关的不断推进，民间交流及往来

异常活跃 ；各类书法协会、摄影

协会、老年艺术团等民间团体，

经常邀请俄蒙及其他国外友人来

内蒙古举办展览和参观考察 ；跨

境旅游方兴未艾，出境旅游呈井

喷式增长，一些爱好自驾游的车

友们也经常往返于境内外毗邻城

市之间，带动两地旅游业和相关

产业的发展与交流。

三、“中蒙俄文化走廊”

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智库先行，为“中蒙

俄经济走廊”建设增信释疑

学术合作是人文领域国际

合作的制高点，是从学理上去解

决学术分歧、消除学术偏见、缩

短文化差异，加强文化互信，提

高合作效率的有效途径。中蒙俄

三国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在塔什

干签署的《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

纲要》中，明确制定“重点深化

教 育、 科 技、 文 化、 旅 游、 卫

生、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合作”、

“加强教育和科研机构间的交流

合作的规划”，意味着科研合作

将会成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

设未来走向的重要内容，成为多

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基础和引

擎。同时，中蒙俄三国学术界应

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探索智库对

话新模式，秉持共商共建、互利

共赢、突出重点、稳步推进的原

则实现智库有效对接，有效整合

智库资源，最大限度发挥智库

的集聚效应，共同关注和致力

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研

究，不断深化和夯实合作的基础

和提升三国智库论坛的影响力。

要利用大数据资源和互联网 +，

实现三国智力联姻，芯片串联，

构建三国智库网络平台，转变和

创新智库交流合作方式，建立常

态化智库对话、人员交流互访与

合作研究机制，组织举办网络年

度“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国际

发展高层论坛，相互借鉴发展理

念和发展经验，就“中蒙俄经济

走廊”建设和相关国际问题进行

深入研讨，更好发挥网络智库的

优势。

（二）机制创新，搭建多层

次文化交流平台

根据当前“中蒙俄经济走

廊”建设的实际，为搞好“中蒙

俄文化走廊”建设，建立和完善

中俄蒙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和平

台，制定政府文化交流的中长期

规划和年度计划，建立和完善中

蒙俄三方定期会晤机制、中俄蒙

地方文化交流和专题文化交流协

商和互动机制，进一步完善政

府、企事业和民间社团的合作机

制，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合作、

社会参与、市场运转的良性运行

机制。统筹各类论坛、博览会、

洽谈会和文体旅游节庆活动，推

动媒体对话、文化交流，构建主

题鲜明、各有侧重、特色突出的

平台体系。加强三国文化设施建

设特别是完善边境口岸文化交流

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做到文化设

施先行和互联互通。如，在俄蒙

建立中国文化交流中心，在俄蒙

知名高校设立中国馆及开办孔子

学院和孔子学堂，在内蒙古建立

中俄蒙文化交流中心，建立草原

丝绸之路博物馆，建立“一带一

路”文化交流项目数据库等。

（三）品牌引领 ，精心打造

文化交流新高地

在中国特别是在内蒙古自

治区，要围绕草原文化这一最具

活力的民族文化核心品牌，加快

发展文化生产力、着力提高文化

产品质量，打造一批知名文化品

牌。着力打造世界知名的文化企

业，继续发挥国有文化企业骨干

作用，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积

极参与，加快培育一批有实力、

有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打

造无愧于时代的文化艺术精品，

通过“五个一工程”奖、“索伦

嘎”奖等重大奖项抓好草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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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精品舞台剧目、优秀蒙古

文译介等项目，不断推出保持时

代特色的精品力作。推动文化产

品的内容创新，利用在国外举办

“内蒙古地区年”的机会，摸清

和贴近国外受众文化需求和消费

习惯 , 生产和输出一批表现力、

吸引力、竞争力强，附加值高、

影响力大的国际知名品牌。同

时，要推进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结

合，必须用国际化的视野，做好

本土化的运作，既要有鲜明的民

族特色，又要考虑国际受众的审

美取向，真正做到本土化与国际

化的结合。

（四）顶层设计，推动政府

与民间交流与合作

统筹各类资源和政策，落

实好与“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政

府间文化合作协定，丰富现有机

制框架下的人文合作内容。加强

政府主导的官方交流，积极开展

主流、高层和社会精英往来和对

话，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增进理

解，加深友谊 ；重视媒体的理论

以及宣传部门的“扩声”作用和

影响力，运用现代媒体，邀请国

外专家、学者参与各类学术交流

周、学术论坛、文化讲座等，组

织展览巡展互换、文博图书资料

共享、人才培训交流等合作活

动 , 加大“中蒙俄经济走廊”建

设中的人文交流。发挥民间文化

交流灵活、专业、便捷、随意、

轻松等特点，筛选其中既有传统

文化传承，又有现代发展创新的

内容，抓住文化的交流点，以多

种形式进行平等沟通交流，表现

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文化繁荣

的成果。提升民间对外文化交流

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内涵，加强民

间对外文化交流的经验总结，提

炼规律，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让民间交流活跃起来，通过降低

门槛、政策引导等形式，让民间

口碑相传，自发自愿讲好我国改

革开放新篇章，讲好内蒙古民族

团结，讲好中国亲诚惠容理念，

讲好“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新

构想和中蒙俄三国友好发展故事。

（五）借助 “茶叶之路”，构

建草原旅游走廊

充分依托中俄蒙的跨境旅

游合作机制，大力推进“茶叶之

路”的旅游发展，共建草原丝路

特色精品旅游体系。通过做大国

内旅游市场、有效对接国际市

场、畅通旅游目的地的丝路通

道，不断吸引草原丝路上的来华

游客 ；共同开发丝路沿线的旅游

资源，打造丝路特色精品通道，

输送国内游客沿草原丝路的旅

游 ；强化旅游产业的中蒙俄三国

合作机制，尽可能在通关、签证

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提供便利 ；共

同打造草原丝路的共同旅游文化

品牌，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和影

响力、带动力和辐射力 ；强化三

国旅游宣传和推介，加强媒体合

作，大力推进“旅游 +”和“互

联网 +” ，促进中蒙俄三国旅游

与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拓展旅

游的领域，延伸旅游的产业链和

附加值 ；加大人才培养和使用，

不断推出跨国旅游文化复合型人

才，使旅游不仅成为“中蒙俄文

化走廊”建设的排头兵和优先领

域，同时成为联接三国人民情感

的粘合剂和润滑剂。

（六）依托跨境民族和文化

符号 , 提升文化认同感

积极发挥蒙古族、俄罗斯族

等跨境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俗资

源，系牢共有民族文化符号纽带 ,

促进民心相通。把民心相通作为

落脚点，积极组织邀请三国各类

主流媒体合作采访和举办媒体论

坛，联手推出系列报道，客观真

实宣介共同愿景、民意民心、互

利共赢的精彩故事、互联互通和

共同发展的成果，增强合作共赢

的公信力和民意基础。加强考古

和申遗合作，促进以草原丝绸之

路为主题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承保护、创新发展和联合

申遗，通过组织国际联合调查、

普查和考古，帮助俄蒙改善文物

保护和开发利用 , 提升中蒙俄的

文化认同意识。建立更加完善合

理的民间交流机制，制定多元化

优惠政策，促进边境人民往来，

发挥友好关系的辐射效应，带动

和影响内地人民的热情和认同，

增加互信，增进共识，在相互理

解、友好相待中构建文化走廊，

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发挥

重要引擎和先导作用。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

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 ：代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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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俄罗斯来华学生达 1.3 万

人，同比增加 7%。近 2.5 万名

中国学生留学俄罗斯，俄罗斯

在华建立 7 家俄语中心，内蒙古

与俄蒙两国分别缔结了 9 对、11

对友好地区关系，中国语言文化

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四）民间文化交流不断拓

展

中 蒙 俄 三 国 民 间 交 流 频

繁，文化交流深度和广度不断延

伸。特别是内蒙古民间组织对蒙

古国的文化交流十分活跃，借助

跨境民族的语言、民俗及文化相

同相近等特殊优势，随着便民通

关的不断推进，民间交流及往来

异常活跃 ；各类书法协会、摄影

协会、老年艺术团等民间团体，

经常邀请俄蒙及其他国外友人来

内蒙古举办展览和参观考察 ；跨

境旅游方兴未艾，出境旅游呈井

喷式增长，一些爱好自驾游的车

友们也经常往返于境内外毗邻城

市之间，带动两地旅游业和相关

产业的发展与交流。

三、“中蒙俄文化走廊”

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智库先行，为“中蒙

俄经济走廊”建设增信释疑

学术合作是人文领域国际

合作的制高点，是从学理上去解

决学术分歧、消除学术偏见、缩

短文化差异，加强文化互信，提

高合作效率的有效途径。中蒙俄

三国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在塔什

干签署的《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

纲要》中，明确制定“重点深化

教 育、 科 技、 文 化、 旅 游、 卫

生、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合作”、

“加强教育和科研机构间的交流

合作的规划”，意味着科研合作

将会成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

设未来走向的重要内容，成为多

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基础和引

擎。同时，中蒙俄三国学术界应

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探索智库对

话新模式，秉持共商共建、互利

共赢、突出重点、稳步推进的原

则实现智库有效对接，有效整合

智库资源，最大限度发挥智库

的集聚效应，共同关注和致力

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研

究，不断深化和夯实合作的基础

和提升三国智库论坛的影响力。

要利用大数据资源和互联网 +，

实现三国智力联姻，芯片串联，

构建三国智库网络平台，转变和

创新智库交流合作方式，建立常

态化智库对话、人员交流互访与

合作研究机制，组织举办网络年

度“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国际

发展高层论坛，相互借鉴发展理

念和发展经验，就“中蒙俄经济

走廊”建设和相关国际问题进行

深入研讨，更好发挥网络智库的

优势。

（二）机制创新，搭建多层

次文化交流平台

根据当前“中蒙俄经济走

廊”建设的实际，为搞好“中蒙

俄文化走廊”建设，建立和完善

中俄蒙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和平

台，制定政府文化交流的中长期

规划和年度计划，建立和完善中

蒙俄三方定期会晤机制、中俄蒙

地方文化交流和专题文化交流协

商和互动机制，进一步完善政

府、企事业和民间社团的合作机

制，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合作、

社会参与、市场运转的良性运行

机制。统筹各类论坛、博览会、

洽谈会和文体旅游节庆活动，推

动媒体对话、文化交流，构建主

题鲜明、各有侧重、特色突出的

平台体系。加强三国文化设施建

设特别是完善边境口岸文化交流

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做到文化设

施先行和互联互通。如，在俄蒙

建立中国文化交流中心，在俄蒙

知名高校设立中国馆及开办孔子

学院和孔子学堂，在内蒙古建立

中俄蒙文化交流中心，建立草原

丝绸之路博物馆，建立“一带一

路”文化交流项目数据库等。

（三）品牌引领 ，精心打造

文化交流新高地

在中国特别是在内蒙古自

治区，要围绕草原文化这一最具

活力的民族文化核心品牌，加快

发展文化生产力、着力提高文化

产品质量，打造一批知名文化品

牌。着力打造世界知名的文化企

业，继续发挥国有文化企业骨干

作用，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积

极参与，加快培育一批有实力、

有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打

造无愧于时代的文化艺术精品，

通过“五个一工程”奖、“索伦

嘎”奖等重大奖项抓好草原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