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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对

自身特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只

有以特色文化资源为核心，发展特色文化

产业、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建设特色文化城

市，方能形成核心文化竞争力。文化是旅

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二者密不可

分、相辅相成。

多元文化交织辉映

乌海虽然建市不足 40 年，是一座年轻

的工业城市，但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和现

代文化底蕴。

这座城市，有远古的桌子山岩画群，有

历代长城、明代烽火台、蒙元文化、成吉思

汗文化为代表的历史文化资源，有大山、大

河、大漠、大湖、四合木为代表的生态文化

资源，有源于上世纪 50 年代以煤矿工人业

余写“大字”为基础，发展到今天“中国书法

城”书法文化的辉煌，有以煤都工业文明为

依存、葡萄种植和酿酒、奇石收藏交易等为

代表的现实文化资源……

这些特色文化资源，有的从

远古走来，有着叹为观止的神

秘，多年来，吸引着一批批科技、

考古专家学者及中外游客纷纷

来到乌海，欲穿越时空隧道，对

一个个美丽的传说、久远的故事

一探究竟；有的是大自然赐予乌

海的宝贵财富，已沉默千百年，

正在翘首盼望“能工巧匠”的精

雕细琢，使之积蓄的能量喷薄而

出；有的刻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标注着现代文明与进步。

这些富饶的文化资源，尽管

有的是披着神秘的面纱，让人捉

摸不透，有的是胸怀坦荡地迎接

新生，有的是与现代文明交织辉

映，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属

性，那就是知名度高、美誉度强、

诱惑力大，个个都是一张耀眼的

金字名片，有着可开发性强、鲜

明的内蒙古西部地域特色和独

具一格的文化脉络，且不同文化

资源间相辅相成，品类构成丰

富，蕴藏着巨大的开发潜力。

发挥放大特色文化资源

如何让这些宝贵的资源焕

发出勃勃生机？乌海坚持走特

色化之路，向特色要实力，向潜

力要增长极，充分发挥和不断放

大、辐射特色文化资源、生态资

源，实施立体开发，走内涵式发

展、品质化取胜之路。

在这总体发展思路和定位

下，乌海一系列文化资源保护、开

发、利用工程相继开工建设，并大放异彩。

——魅力无穷乌海湖。历数乌海的文

化旅游资源，乌海湖的“核心”“轴心”作用

当之无愧。相当于 20 个杭州西湖面积的

118 平方公里浩瀚湖面，将城市与湖泊、高

山、岛屿、沙漠、湿地、草原、胡杨、四合木、

岩画等独具特色的资源有机地融为一体，

显现出沙漠之海、黄河公园、沙海城相融的

无限魅力。

乌海以乌海湖休闲旅游开发为重点，扶

持开发多元化的户外休闲旅游产品，规划水

上动力、沙漠越野、高山草原徒步、低空飞

行、房车营地、沙漠度假村等项目，全力推进

旅游与文化、工业、金融、教育等产业融合，

促进城旅一体化发展，同时加强自然资源、

人文资源与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机衔

接。纵观乌海湖远景规划，“水上游乐区”

“湿地观光区”“沙漠体验区”“植物庞贝城遗

址保护区”“烽火台观湖区”“黄河风情特色

生态区”……一幅令人赏心悦目的“上善黄

河水，大美乌海湖”的雄伟画卷尽收眼底。

——甘德尔山蒙元文化旅游区。乌海

以甘德尔山为载体建设的蒙元文化旅游区

即将全面完工。甘德尔山蒙元文化旅游区

是集历史、人文、自然山水景观于一体，且互

相联系、相映成趣的综合性旅游生态景区。

——桌子山岩画保护区。这是新石器

至青铜时代北方游牧民族的艺术珍品，在

乌海境内分布广、数量多、内容丰富、风格

古 朴 ，在 国 内 外 岩 画 界 占 有 相 当 高 的 地

位。岩画内容多为太阳神等人面像、动物

图形、狩猎图、符号等，内容丰富多彩，形象

生动，是国内外罕见的出土岩画，其原始宗

教色彩浓厚，磨刻风格独具一格，特别是距

市区 10 公里处的人面像岩画，为中国和世

界人面像岩画之精华。

——四合木保护区。乌海四合木自然

保护区是一个以保护古老残遗濒危植物及

避免草原向荒漠过渡的植被带和多样生态

系统为主要对象的综合性自然保护区，总

面积 55.6 万公顷。保护区内已查明有野生

植物 335 种，特有古老残遗种及其他濒危植

物 725 种，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有四

合木、半日花、绵刺、沙冬青、革苞 5 种，其中

四合木为全国唯一的特有单种属植物，保

护价值如同大熊猫。

——植物庞贝城遗址保护区、烽火台

观湖区、龙游湾湿地景区、胡杨岛风情特色

生态区、金沙湾沙漠景区、葡萄园生态景

区、中国书法艺术馆……

在 乌 海 文 化 与 旅 游 融 合 发 展 的 格 局

中，“中国书法城”这张“王牌”的分量举足

轻重。如今，走在乌海的大街小巷，无论是

商户牌匾、单位名称、街头标语，还是景点

温馨提示、旅游商品题字、生活寄语，书法

元素无处不在，很多居民家庭中，更是以悬

挂几幅书法家作品来提升文化品位。

书法，从昔日的矿区自发到今天的全

城自觉，从“煤城”到“中国书法

城”的嬗变，折射出书法特色文

化成为主流文化的发展路径。

书法文化毋庸置疑地成为乌海

的特色文化、主流文化。

乌海，一个个历史文化、自

然文化、现代文化、人文文化正

在你追我赶地“活化”，为乌海的

经济社会发展释放着无限的正

能量，并成为旅游业发展的强力

载体和引擎。

旅游，紧紧咬合特色文化

“ 个 性 即 魅 力 ，特 色 即 价

值”。“在黄河金腰带上以黄河文

化、书法文化和蒙元文化为主

体，西北风情特色鲜明的山（甘

德尔山）水（环乌海湖旅游区）生

态型旅游服务中心城市；着力打

造山水翰墨、生态乌海，整合黄

河沙漠、历史遗迹和绿色生态旅

游资源；全面实施‘一核统领，三

轴串联，五区联动’的旅游总体

空间布局；形成‘文化为魂，生态

为脉’的旅游产品体系，打造以甘

德尔山生态文明景区、环乌海湖

生态旅游景区为核心品牌旅游

产品。”乌海旅游定位及战略目

标，紧紧把握住了乌海传统文化、

现代文化、自然文化、人文文化的

脉搏，使其融为一体，互为作用。

这一战略目标和准确定位，极大

提升了乌海旅游业品位。

长 河 落 日 之 美 ，大 漠 孤 烟

之 魂—— 黄 河 风 情 线 路 ；山 水

沙 石 ，大 美 乌 海—— 异 域 生 态

游线路；赏蒙古族风情，品蒙元文化——宗

教文化游线路；寻找自然野趣，探寻岩画遗

迹——历史文化游线路。我们从乌海特色

旅游的主线及其派生的分线、支线及各个

旅行社的中长远规划和主题策划中可清晰

看到，在这座小城，旅游已与文化紧紧咬

合，呈现出了互为依托、互为补充、共同繁

荣发展的局面。

在紧密依托各类文化资源的基础上，

乌海旅游总体空间布局已出炉，即“一核统

领，三轴串联，五区联动”。

“一核”，生态乌海旅游核心区，重点打

造甘德尔山风景区、环乌海湖风景区，形成

乌海旅游业发展的核心景区。

“三轴”，包括沿黄河走向的黄河风情

景观轴、沿桌子山山脉的历史遗迹文化轴

和沿环乌海湖旅游区、甘德尔山生态文明

景区的旅游主体形象展示轴，体现出了“生

态乌海、文化乌海、魅力乌海”的旅游特征。

“五区”，构建五大旅游板块，即沙漠生

态旅游板块、黄河风情旅游板块、历史文化

旅游板块、宗教文化旅游板块、工农业特色

旅游板块，形成主题明确、特色各异、覆盖全

市的旅游空间布局。这“五区”使各类旅游

资源相互交叉、融合，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

入挖掘文化遗产，重点培育有特色、有特点、

有底蕴的旅游景点，完善旅游产业链条，做

足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社会景观大文章。

乌海，在自治区"8337"发展战略的统领

下，以文化产业项目的整合开发为核心，以

文化生态、文化旅游的发展为起点，以新兴文

化产业为重点，以文化产业为主线，正在充分

发挥和不断放大、延伸、辐射自身特色文化资

源、生态资源优势，并实施立体式开发，走内

涵式发展、品质化之路，强力推动文化旅游

紧密结合、跨越发展，走出了一条文化与旅

游互为作用、互为依托、互为衔接、互为繁

荣的融合发展之路。 （吕联义）

统一思想，增强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的紧迫感使命感

国务院在《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

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推进文化创

意和设计服务等新型、高端服务业发展，促进文化

产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战略要求，这是培育国

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提升文化软实力和产业竞争力

的重大举措，是发展创新型经济、促进经济结构调

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文化产品

和服务创新、催生新兴文化业态、带动就业、满足人

民群众多样化文化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

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行业之一，内蒙古文化

旅游产业正在进入发展转型期和战略提升期。挖

掘文化资源、提升旅游文化内涵，是旅游产业加快

转型升级，实现差异化、品牌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必

然选择。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又能够为文化产业快

速发展提供创意源泉和发展空间。发展文化旅游

业，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可

以说抓住了文化就抓住了价值取向，抓住了旅游，

就抓住了巨大的市场。因此，我们一定要深刻认

识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突出特色，促进文化与旅游创新融
合和互动发展

依托文化提升旅游品牌，立足旅游繁荣特色

文化。要从建设文化强区和旅游强区的高度，实

施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战略。

一是开发利用好内蒙古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

资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回归自然心

态的出现与升温，草原文化旅游受到全国甚至世

界的关注和热捧，提升和挖掘草原旅游的文化内

涵成为草原文化旅游发展的迫切需要。以文化提

升旅游的内涵质量，以旅游扩大文化的传播消

费。坚持健康、文明、安全、环保的文化旅游休闲

理念，大力支持精品艺术节目在中心城市、旅游景

区的驻场演出；鼓励工艺美术、文化娱乐、文化休

闲、文化创意、影视动漫等优势文化产业进入旅游

产业；建设一批文化休闲街区、民俗特色村镇、文

化旅游度假区；加强文化遗产地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利用，开发便捷、舒适、健康的文化休闲

空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和特色文化旅游，推进文

化资源向旅游产品的有效转化。

二 是 加 强 宣 传 ，推 动 草 原 文 化“ 走 出 去 ”。

近年来，内蒙古大力开展多渠道、多层次、丰富

多彩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与国内、国外文化交

流日益频繁。通过交流，广交朋友，增进共识，

推动了合作。特别是一批以草原文化为主题的

重要对外文化项目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内蒙古

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增强了世界对草原文化的

了解和认知度，传播了对外交流和友好合作的

美好愿望，也使草原文化成为一张闪亮的名片，

让内蒙古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旅游是文化

的载体，是推广和宣传中华文化和草原文化的

重要手段。要紧紧抓住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和

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战略机遇，加快推进文化的

对外交流贸易，坚持文化与旅游并重，借助旅游

宣传方式的立体感和鲜活性，往往可以在潜移

默化中达到宣传草原文化的目的。

三是创新手段，用项目、品牌和活动吸引游

客“走进来”。以项目建设推动融合发展工作，创

新方式方法，实施重点文化项目带动战略，推进

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提升文化旅游企业核心竞

争力，形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新引擎。要抓好重

点园区项目建设，对文化旅游区域发展、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文化旅游线路等重点项目，坚持

集中布局、集约发展、集群带动，使重点项目、园

区建设在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发挥先导性、战略

性、支撑性作用。还要以举办重大文化节庆活动

为依托，将文化和旅游充分融合，打造高品质旅

游演艺项目，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在

旅游产业中的传承应用，加快景区文化项目建

设，培植骨干文化旅游企业，从而吸引更多的游

客来到内蒙古。

推进文化与旅游融合工作，前景广阔、任务艰

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坚定信念、抢抓机遇、攻坚克难，以更扎实的工作、

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实现跨越式

发展，努力为建设文化强区、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

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促进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 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
第二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系列活动于第二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系列活动于 99 月月 1818 日至日至 2222 日在乌海举行日在乌海举行，，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白向群出席开幕式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白向群出席开幕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

纯杰主持了第二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系列活动的项目签约仪式纯杰主持了第二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系列活动的项目签约仪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韩昀祥主持了第二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韩昀祥主持了第二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

系列活动的经验交流会系列活动的经验交流会；；自治区文化厅党组书记自治区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佟国清全面阐释了内蒙古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厅长佟国清全面阐释了内蒙古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教授王齐国作了题为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教授王齐国作了题为

《《文化创意与旅游融合发展文化创意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主题报告的主题报告；；自治区民族艺术剧院自治区民族艺术剧院、、达茂旗政府和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分别作了经验介绍达茂旗政府和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分别作了经验介绍。。

观 点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教授王齐国：文化

创意是指在创意实践中发现并创造新的审美趣

味和审美价值，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变革的活动。

尊重产业特征，遵守经济规律。就是尊重文化创

意产业的发展特点和特征，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

（包括资本、人才、创意、政策、市场、营销、品牌等

一系列要素）。人才、创意、资本投入的多少与投

资环境的好坏，构成文化创意产业是否发达的核

心要素。旅游是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活动。既

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追求；既是一种体验活动，

又是一种文化领略。 当旅游产品具有独特审美

趣味时，才会成为消费者的追求；旅游目的地是

消费者主战场；赋予旅游产品什么样的审美趣

味，取决于文化创意水准高低以及创意对文化资

源开发的贡献多少。

亮 点

2014年 9月 15日，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倾力

打造的世界首创大型马文化全景式综艺演出《千

古马颂》在中国马都内蒙古锡林浩特市正式上

演。连续演出 22 场，场场爆满，好评如潮。2015

年 7月 1日，升级版的《千古马颂》再次开演，截至

9 月 15 日共计演出 87 场，接待观众近 10 万人次，

总票房已突破 760万元。

达茂旗在加快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中谋求县

域经济新崛起，创新一个发展理念，打开转型发

展突破口，搭建一个高端平台，打造高品位旅游

项目，健全一套服务体系，提升旅游环境竞争力，

构建一个立体格局，激发消费市场活力，打造一

个精干团队，筑牢发展保障基石，完善一套政策

制度，规范市场发展秩序，打造出一个文化和旅

游完美结合的“达茂大景区”。

大型民族舞台剧《马可·波罗传奇》2013 年 1

月立项，同年 7 月首演，历时 6 个月，是呼和浩特

民族演艺集团成立初年投入制作的首部大剧，实

现了当年创意投资、当年制作首演。2013 年 8

月，《马可·波罗传奇》荣获由国家民委文化宣传

司、文化部艺术司、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和呼

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共同颁发的全国少数民族戏

剧汇演“金奖”；2013 年 8 月至 11 月，“马剧”在白

宫剧院演出 102 场，荣获由当地观众网上评选的

“文化参与贡献奖”；2014 年，成为国家艺术基金

2014 年度资助项目；2015 年 1 月，入选文化部

2015 年度特色文化产业重点项目；2015 年 3 月，

《马可·波罗传奇》被选入文化部《2015 年中国文

化产业重点项目手册》。

全力促进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厅长 佟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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