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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展览展示活动、闭幕式暨舞蹈专场6大板块28项活动

尽情演绎“相约北疆 文颂中华”的主题。随着草原文化

节的逐年进行，规模和影响力也在逐步扩大，在其引领

下，内蒙古12盟（市）纷纷打造出自己的文化节，文化

品牌如雨后春笋般成长，成为当地的“金名片”。连续

举办四届的中国——蒙古国博览会，这已经成为一场内

蒙古连接世界的盛会。2023年9月6日至10日，第四届中

蒙博览会举办“万里茶道”国际文化旅游推介会。本届

“万里茶道”国际文化旅游推介会，以“会议+微型展

览”的形式开展，涵盖主旨演讲、中俄蒙三国文旅业界

推介；“万里茶道”联盟各省区非遗产品展示等多个内

容，全面展示“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的合作成果。

2023年9月，在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召开的“2023阿尔

山文化旅游论坛”，围绕“文旅融合 绿色发展”主题为

内蒙古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绿色旅游发展的方向和

路径、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另外，2022

年内蒙古参加 “海外中国旅游文化周”，与布加勒斯

特中国文化中心共同推送内蒙古文化旅游资源；组团参

加第六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举办文化和旅游主题推介活动；在青岛市举办内蒙

古文化旅游主题推介活动，与山东省合作开启“百万人

互游计划”。

内蒙古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

2 0 2 2 年 以 来 ， 内 蒙 古 文 化 旅 游 发 展 取 得 新 成 效 。

但在以人民向往美好生活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

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需要思考以下问题。

（一）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尚未完善

完善的体制机制是实现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高质量

发展的基础。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将文化部、

国家旅游局的职责整合，组建文化和旅游部，作为国务

院组成部门。文化和旅游部的组建是我国旅游业由高速

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文化和旅游部的组

建将推动地方文旅产业格局的优化与协调发展。内蒙古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部门合并成立文化和旅游厅，并明确

职责分工，加快制定文化旅游融合政策、出台相关规划

和实施意见等。由于长期以来文化和旅游属于不同的系

统、隶属不同的管理部门，文旅机构改革时间短，必然

会在旅游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土地利用、人才引进等

方面出现诸多的机制运行不畅、体制性掣肘等问题。[5]

从 实 际 运 作 来 看 ， 部 分 地 区 在 文 化 资 源 管 理 、 产

业融合、产品创新研发、产业项目用地、行业监管、高

端人才培育、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政策措施还不够完

善，存在各旗县区各自为战，未能协调一致的情况。目

前一些地区在旅游景区建设、线路规划和资源开发上仍

存在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和重复建设问题，旅游资源受

到行政区划壁垒的制约，使文化和旅游的整合发展大打

折扣，需要强化宏观统筹协调机制。另外，资金投入机

制尚待健全。由于文化旅游产业投入大、回报周期长，

内蒙古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为政府主导，

社会资本部分投入，没有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文旅

产业性资金、资本投入保障机制尚未突破，具有市场潜

力的旅游资源仍处于初期开发阶段。

（二）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创新融合有待加强

文 化 资 源 既 是 凝 聚 民 族 精 神 的 重 要 本 底 ， 也 是 旅

游开发的核心资源。调查发现，当前对文物古迹、红色

遗产等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不充分，很多具有历史价

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化资源被忽略或埋没，导

致文化和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深度、层次、效果、方

式处于低水平开发阶段。如鄂尔多斯的“蒙古源流”旅

游景区，由于缺乏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深度体验的产

品项目，游客仍停留在走马观花的景区观光或浅显体验

的阶段。由于文化旅游创新能力不足、导致各盟市旅游

产品同质化严重。如鄂尔多斯很多旅游景区都有《鄂尔

多斯婚礼》的驻场演出，同质化演出使游客产生“去一

处，就等于去多处”的感觉。同时，文化旅游品牌的影

响力和竞争力不足，加上营销宣传手段比较单一，营销

的合力尚未形成，国内外游客对内蒙古的关注度、感知

度和亲近度还不够。由于文旅融合起步较晚，克什克腾

旗草原旅游仍以低水平接待为主，要精准把握地域优势

和特色，亟需建成有文化内涵、有风情特色、有深度体

验的草原旅游精品景区。

（三）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基础支撑体系依然薄弱

首先，文旅市场主体仍然偏弱。以阿拉善盟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为例，近年来全盟文化旅游企业单位数量在

逐 步 增 长 ， 同 时 也 培 育 出 阿 拉 善 英 雄 会 、 胡 杨 林 5 A 级

景区等优势品牌，但由于收益期短、变现水平较低等，

导致全盟规模以上企业法人单位数量微乎其微，文旅企

业普遍呈现出规模偏小、产业链水平偏低、营收能力较

弱、支撑和引领作用不强等“小、弱、散”问题，严重

缺乏龙头企业引领和大项目带动，核心竞争力不强。

其次，区域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尚不完善。主要体现

在区域设施配置不均衡、公共服务配套建设不足，特别

是农村牧区的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如克什克腾旗旅游

交通环线已基本畅通，但优质服务设施建设滞后，智慧

旅游服务体验较差，旅游集散中心、服务中心短缺，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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