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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专题
HUIYIZHUANTI 敕勒川文化

等文化旅游产品。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文

体旅游活动，集中力量塑造敕勒川旅游整

体形象，才能提升文化软实力。而软实力

所占比重是较大的。

二、切实把握好敕勒川文化的内涵，

找准定位。敕勒川地区是中原与草原的结

合部，生活的群众有汉族亦有少数民族，

是黄河文化与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相结合

的多元文化。在此基础上找准文化定位，

才能找到商业定位，取得优势资源。

三、文旅企业向集团化、规模化发

展。随着中国经济与国民收入的增长，旅

游不再是特定阶层和少数人的享受，逐步

成为国民大众日常生活常态。同时，旅游

业已成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旅游业不仅在

GDP的综合贡献逐年增加，占GDP总量保持

10%之上，行业内的产品及业态也在逐渐丰

富。可见，旅游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

断凸显。做好文旅产业，要与本地区实际

相结合，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文旅企业

要向集团化、规模化发展，旅游项目要向

生态游、文化演艺等各类主题秀扩展。

四、管理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加强管理，才能使旅游产业得到相应的提

升，而管理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有一条

线脱节，必然影响全局，并且思路与线路

都融于日常的管理中。

五、优化旅游消费环境。逐步建立

以游客为中心的管理体系，增设出行方式

吸引客源地间旅游车辆，同时完善城市公

交服务网络，使景点与外界，景区与景点

建立紧密联系。不仅吸引自驾游，同时吸

引自驾以外的游客。培育新的旅游消费热

点。通过举办旅游活动，开展文化项目，

大力推进旅游与文化、体育、农业、现代

生活等相关产业和行业的融合发展。

六、充分利用媒体，积极开设敕勒川

文化旅游区专题栏目，加大旅游公益宣传

力度。

七、推动旅游产品多样化发展。实

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开展各具特色的农

业观光和体验性旅游活动。在妥善保护自

然生态、原居环境和历史文化遗存的前提

下，带动和吸引附近农牧民加入文化旅游

行列。发展“农家乐”“休闲农庄”等旅

游产品。

八、政策支持营造旅游合作氛围。

旅游合作是各界合作中共识最多、分歧最

少、见效最快的领域，具有互利共赢、利

益交融的典型特点，是促进领域合作最有

效方式。以适当的发展战略为导向，通过

调整上述因素，可以为景区发展提供良好

的运行环境，推动旅游区走出困境，驶入

快速健康发展道路。旅游景区的发展需要

广开思路，多渠道、全方位找出路，坐等

客源，只能使先机与之擦肩而过。相信通

过思路与方法的校正，内蒙古敕勒川草原

文化旅游区必将走上辉煌的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