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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草原民俗风情，在了解新农村建设成果的同时，还能

体验做农家活、睡农家炕、吃农家饭的乐趣，追忆起儿时

的乡愁。

6、旅游+历史文物

内蒙古是文物资源大省，为了讲好北疆文化故事，多

渠道提升北疆文化传播力，推进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模式，

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的旅游需求，自治区文化和

旅游厅、文物局向社会公布首批十条“读历史游北疆”文

物主题旅游路径。包括龙乡寻龙历史文化游径、辽风古韵

历史文化游径、红色城川历史文化游径、黄河“几字弯”

历史文化游径、探寻大漠遗珍历史文化游径等等。

文旅新业态激发内蒙古消费市场

新动能重点发展方向

1、创造多元供给，适应旅游消费新格局

创造多元化的供给，要有针对性地贴近市场、研判需

求，要根据不同的游客主体，满足他们的观光、度假、康

养、自驾露营、乡村休闲等需求，挖掘新需求，摆脱同质

化的重复开发，在相对单一的传统产品基础上，形成错位

竞争；要从思路到体制机制、人才结构、再到产品服务

的整体性改变，打好产品创新、业态创新、运营创新组

合拳，走转型升级之路、创新发展之路、品牌化之路，

打造更多辨识度鲜明的旅游产品，不断满足游客的多元

化、个性化、特色化需求，切实将“亮丽内蒙古”品牌擦

得更亮。

2、创新营销思路，打造推广引流新窗口

新媒体时代促进了营销方式的多样化，可与小红书、

马蜂窝、同程、携程、抖音等平台深度合作，鼓励文化名

人、网红达人等多渠道宣传文旅资源，不断提高宣传营销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进“千号联动、万人直播、百万触

达、矩阵推广”模式，通过多种方式将信息全方位触达广

大游客和民众，努力取得几何级的扩散传播效果，扩大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暖城鄂尔多斯”等

区域品牌影响力，让更多游客走进内蒙古、了解内蒙古。

3、抓住重点环节，完善现代旅游体系

完善现代旅游体系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抓住重点

环节，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

务的短板，加快制定现代旅游产业发展的新政策，不断丰

富旅游新业态，合理优化产业布局和产品结构，在人才、

科技创新应用，有效营销宣传全面加持下，打造旅游新产

品、消费新场景，不断创造新价值、催生新业态，形成数

量庞大、类型丰富、创新活跃的景区供给体系。

4、依托科技赋能，推动智慧旅游发展

随着科技的创新发展，面对市场的竞争和观众的体验

期待，旅游产业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利益的追求，更应注

重文化价值的传播和社会责任感的承担。科技体育赛事、

音乐节、演唱会的承接和举办，需要变革，探索跨界融合

的新路径，将科技与场馆、艺术相结合，创造出更加多元

互动的观赛和观演体验。依托科技赋能让内蒙古智慧旅游

经济规模更进一步，智慧旅游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智慧旅

游管理水平显著提升，智慧旅游营销成效更加明显，智慧

旅游优质产品更加丰富，智慧旅游服务和体验更加便利舒

适。把客流量转化为城市“留量”，激发游客对内蒙古的

再访欲，将流动的经济效益，转变为内蒙古经济发展的潜

在动力。

5、创建诚信旅游体系，优化文旅市场新环境

迈向优质旅游发展新时代，加强旅游诚信建设，全

行业使命重大、责无旁贷。推进旅游诚信建设、整治旅游

市场乱象是一项系统工程，旅游市场顽疾的形成非一日之

寒，既有旅游经营者受利益驱动诚信缺失、违规经营的原

因，也有旅游者消费心理不成熟、消费行为不理智的因

素，当然也有旅游监管执法不到位的问题。对此，要切

实认清其复杂性、艰巨性和反复性，要做好打持久战的

准备。全行业要更加自觉肩负起新的职责使命，扎实推进

旅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驰而不息治理旅游诚信

缺失问题，久久为功，以更实举措、更大力度确保广大游

客出行放心、游玩开心，推动内蒙古旅游业持续健康高质

量发展。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古人理解的文旅融合；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是新时代文旅融合的目标。在奋力书写

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征途上，内蒙古努力让历史记忆融

入现代生活，用资源禀赋激发地区活力，以多元文化IP赋

能产业发展，不断展现文旅融合新业态，铸就文旅发展新

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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