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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全政策保障体系

一是完善文旅融合机制。为了推动草原旅游业的发

展，提高文旅融合的意识和完善相关机制至关重要。首

先，加强对文旅融合的宣传和培训，以提高景区管理者、

从业人员和游客对文旅融合的认识和重视。通过举办研讨

会、培训班、推广活动等形式，让更多人了解文旅融合的

重要性，激发他们参与和支持的热情。其次，完善文旅融

合的工作机制也是关键。政府可以促进文化、旅游、相关

部门之间的协作，建立跨部门的沟通机制和工作协调机

制，形成合力，推动文旅融合项目的开展。建立文旅融合

项目评估和监督机制，确保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和效益。文

旅融合机制的完善还需要注重业内外部的合作与共赢，与

当地文化机构、旅游企业合作，共同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

文旅产品；与相关行业合作，开展联合促销活动，扩大草

原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二是健全政策支持体系。为了

促进文旅融合项目的发展，政府应该加大对这些项目的资

金支持力度，并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为文旅融合提供更多

的政策保障和支持。政府应制定更加灵活和便利的审批程

序，简化手续办理流程，降低项目开展的难度和成本。此

外，政府还可以开展专项资金扶持计划，引导更多企业和

机构投资文旅融合项目，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同

时，加强人才培养也是促进文旅融合项目发展的重要举

措。加大对文化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设立相关奖学

金和资助项目，吸引更多学生选择文旅相关专业，并为其

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实践机会。此外，加强政府与高

校、研究机构的合作，建立文旅融合人才培养基地，推动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培养具有文旅融合能力的专业人才。

（三）提升市场发展潜力

一是增加产品差异化。除了注重独特的旅游资源和文

化特色外，景区还可以加强创新，结合时下流行元素设计

新颖的旅游产品，提升游客体验和吸引力。通过与当地特

色产业合作，推出特色手工艺品、美食体验等独特产品，

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此外，通过开展主题活动、特色展

览等活动，增加产品的多样性和趣味性，从而提升产品的

差异化。二是加强市场调研。加强市场调研可以帮助景区

更好地了解游客需求和市场动态。通过与消费者的沟通和

交流，景区管理者可以获取有价值的市场反馈，及时调整

和优化产品结构，以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定期进行市

场调研有助于把握市场趋势，提前做出调整，确保景区的

产品和服务能够持续吸引和迎合游客的需求，增强景区的

市场竞争力。三是提升服务质量。为提升服务质量，景区

应加大对员工的培训力度。通过提升员工服务水平和专业

素养，可以提高员工对于游客的服务态度和技能水平，从

而提高整体的服务质量和增强游客的满意度。培训内容可

以涵盖礼仪、沟通技巧、管理能力等方面，使员工具备更

好的服务能力，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体验，提升景区

整体的竞争力。四是鼓励创新活动。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增

加对创新旅游产品和活动的资金支持力度，激励景区开展

更多具有特色和创新的旅游活动。鼓励景区推出创新产品

和服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同时也推动草原旅游业的创新和发展。

结　论

内蒙古作为拥有丰富草原旅游资源的地区，近年来

草原旅游业取得显著进展，但仍面临挑战。首先，“一季

养三季”现象使得旅游业发展不均衡，需要加强全季节性

发展。其次，文旅融合和品牌化程度不够也制约了发展，

需要提升特色和个性化。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产

品开发、营销推广和政策引导，推动全季节性发展。文旅

融合和建立完善机制也至关重要，要提升文化内涵和吸引

力。政府、景区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应共同努力，提升服务

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推动内蒙古草原旅游业的发展。总

之，内蒙古草原旅游业有着巨大发展潜力，需要持续加强

综合管理、提升品质和独特性，以吸引更多游客，实现经

济效益和文化传承的双赢，为我国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添砖

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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