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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村镇和街区建设，设立“非遗在社区”试点10个。实

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传统工艺振兴计划，举办

全区非遗保护管理人员培训班，非遗保护传承水平不断

提升。开展“文化进万家·视频直播家乡年”“中华文

化月月传”“传统工艺大课堂”等社会教育活动。

（四）文艺精品创排展演成为文旅融合新常态

为 宣 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 继 续 创 作 提 升 舞 剧

《骑兵》、话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舞蹈《浪漫草

原》、乌力格尔《草原之子》、杂技剧《我们的美好生

活 》 等 一 批 重 点 剧 节 目 。 舞 剧 《 骑 兵 》 荣 获 中 宣 部 第

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七届文华

大奖，是全区首个同时荣获两个国家级大奖的舞台艺术

作品。广播剧《有事找彪哥》、歌曲《少年（建党百年

版 ） 》 获 得 中 宣 部 第 十 六 届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 五 个 一 工

程 ” 广 播 剧 和 歌 曲 类 优 秀 作 品 奖 ， 内 蒙 古 艺 术 剧 院 交

响乐《旗帜》入选文旅部2022-2023年度“时代交响”

创 作 扶 持 计 划 、 交 响 乐 大 型 作 品 名 单 。 实 施 文 艺 作 品

质 量 提 升 工 程 ， 加 强 二 人 台 、 蒙 古 剧 、 漫 瀚 剧 、 晋 剧

等 传 统 戏 剧 和 新 编 历 史 剧 创 作 ， 推 出 弘 扬 主 旋 律 的 歌

曲、舞蹈、民乐、曲艺、小戏小品。深入实施乌兰牧骑

“学·创·演”工程，组织创作各类文艺作品700余部，

开展演出、宣传、服务等活动7000余场次，开展乌兰牧

骑民兵连建设暨创作演出结对活动200余场次，乌兰牧骑

改革案例被文化和旅游部评为全国文化和旅游领域改革

创新优秀案例。举办第九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艺术

节、第四届内蒙古地方戏优秀剧目展演和第二届全区器乐

比赛等。组织开展“百团千场下基层”“草原音乐周末”

“四季内蒙古演出季”等系列惠民演出活动1万余场次。

（五）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开启文旅融合新模式

红色文化和乡村旅游资源是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内蒙古从打造红色研学旅游线路、加强红色讲

解员队伍建设、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等方面发力，

推动红色旅游快速发展。组织编制《内蒙古自治区红色

旅游发展规划（2020-2030）》，促进全区红色旅游高

质量发展。乌兰夫故居和纪念馆、满洲里市红色国际秘

密交通线教育基地等8个红色旅游景区入选全国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打造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旧址、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政府纪念地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7个。

全区现有37家等级红色旅游景区，其中，5A级1家、4A

级14家、3A级13家、2A级9家，红色旅游日益受到广大

游客青睐。打造《内蒙古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网上展厅》

《内蒙古红色历史故事动漫学习馆》《探寻历史文献背

后的故事》等红色历史的数字文化专题资源数据库，以

红色革命事件、纪念场所和英雄人物为主要内容，通过

网 上 展 厅 ， 向 群 众 讲 述 历 史 故 事 。 2 0 2 2 年 ， 推 出 “ 亮

丽 北 疆 ” 主 题 精 品 红 色 旅 游 线 路 1 0 条 ， 其 中 ， “ 缪 力

同心·共同抗敌”“革命烽火·红色草原”“绿色阿拉

善·多彩额济纳”3条红色精品线路入选“建党百年红色

旅游百条精品线路”。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举办内蒙古

自治区第二届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开展“赓续红色血

脉 培育时代新人”红色故事进校园系列活动。包头市达

茂旗明安草原和锡林郭勒盟乌拉盖草原入选首批国家级

“红色草原”名单。

近年来，内蒙古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于乡村旅游发

展的全过程、各环节，加强对乡村生态环境和乡村特色

风貌的保护。截至目前，全区共有118个自治区级乡村旅

游重点村、9个自治区级乡村旅游重点镇（乡）。以打响

“北疆文化”品牌为抓手，大力发展非遗、民俗、美食

等特色产品并融入乡村旅游，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产品内

涵。通过举办那达慕大会、采摘节、冰雪节、露营大会

等节庆活动增强影响力，着力培育乡村旅游特色品牌。

截至目前，全区共有36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6个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镇（乡）。2022年11月，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新城区保合少镇恼包村、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

族自治旗腾克镇腾克村、兴安盟科右前旗察尔森镇察尔

森嘎查、赤峰市宁城县黑里河镇打虎石村、通辽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辽河镇新农村、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无定河镇

无定河村、锡林郭勒盟多伦县滦源镇大孤山村、巴彦淖

尔市临河区双河镇进步村等8地入选2022年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2023年9月，内蒙古“阿拉善·共享金秋 乡村文化

体验之旅”“额尔古纳·层林浸染 金色童话秋日之旅”

“呼和浩特·喜庆丰收 大美新城之旅”“喀喇沁·阅人

间秋色 享秋收喜悦之旅”“乌兰察布·金风送爽 五谷

飘香之旅”“岭上兴安 五彩阿尔山之旅”等6条线路入选

以“橙黄橘绿 乡村胜景”为主题的149条全国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目前，全区已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50个，内

蒙古精品路线23条，具有一定规模的休闲农牧业经营主体

4290家，休闲农牧业从业人数达到11.5万人，年接待人数

1998.5万人次，营业收入达到40.5亿元，其中农畜产品销

售收入18.3亿元，休闲农牧业带动14.5万户农牧户增收。[4]

（六）借助知名节会精心打造文旅融合新典范

知名节会提升地区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2023年是

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连续举办的第二十年。同年7月

8日至8月6日，在呼和浩特市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内

蒙古草原文化节，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以开幕式、

区内优秀作品展示、区域间文化交流互动、特邀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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