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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温克族自治旗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刘晓春 乌日乌特

摘要：文旅产业的融合与发展，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和

谐发展的重要手段，更是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必

由之路，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内蒙古自治

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是鄂温克族人口最集中居住的地方，

也是鄂温克语言和文化保存较好的典型地区。人文资源具有巨大的

开发价值，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符号。鄂温克族自

治旗积极打造地方民族文化品牌，文旅产业在弘扬传统文化和兴边

富民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  果。

关键词：文旅产业 创新发展 对策建议 鄂温克族自治旗

作者简介：刘晓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

究员，研究方向为民族经济、民族文化。

乌日乌特，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文化宫助理研究员，研究

方向为民族文化、民族文学。

一、鄂温克族自治旗文化旅游发展概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两次提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此，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等问题，已成为当代中国重大的实践课题与理论课题。在经济全球化、市

*  中国社会科学院 A 类创新课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究”（项目

编号：2018MZSCXA001）、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

基地专项课题”（项目编号：2020ZJD00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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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化进程中，如果单纯强调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民族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

民族发展就有可能衰退甚至消亡（刘永佶 2010：322）。尤其是对民族地区来

说，发展文化产业，促进文旅融合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旅游与文化息息相

关，几乎任何旅游胜地都蕴含社会文化信息。游览历史人文资源是文化旅游

的重要活动。历史人文资源的商业化开发使其成为文化旅游胜地，由此，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成为历史人文资源开发与经营的可能性路径之一。在民族地

区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内蒙古呼伦贝尔

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具有创新性和典型  性。

鄂温克族自治旗地处中国东北边疆，总面积 19111 平方公里。鄂温克族

自治旗成立于 1958 年，全旗辖 4 镇 1 乡 5 苏木，共 44 个嘎查、20 个社区，

辖区以鄂温克族为主体，共 25 个民族组成，总人口 14.5 万。其中：少数民

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42%；鄂温克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8.2%，是典型的民族地

区、边疆地区、生态地区和资源富集地区。呼伦贝尔草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

一，鄂温克草原位于呼伦贝尔草原腹地、中俄蒙三国黄金旅游带、黑吉辽蒙

旅游协同发展区，是内蒙古“乌阿海满”一体化发展区的重要节点。鄂温克

草原是呼伦贝尔草原水草丰美、风光旖旎、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是未受污

染、生态环境保护较好的一片绿色净  土。

（一）人文资源

“从历史维度来看，人文资源可以分为历史人文资源和现实人文资源。历

史人文资源包括文物古迹、历史遗存、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向勇 2015：

116）。历史人文资源具有初始价值和衍生价值。初始价值也可称为“功利价

值”，是历史人文资源最开始被创造时的实用性价值。随着历史发展和情境变

迁，如今有些历史人文资源的初始功能大多已改变，衍生了远高于初始价值

的历史价值。如今文化价值是大多数历史人文资源的核心价值。鄂温克族自

治旗的人文资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一是历史积淀厚重浓郁。1732 年清廷派遣索伦部兵丁驻防呼伦贝尔，其

中莫和尔图是索伦部驻防第一站。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蒙古族布里亚特

部落迁入旗域境内。1933 年成立索伦旗，1958 年撤销索伦旗成立鄂温克族

自治旗。二是博物馆数量众多。鄂温克博物馆馆藏文物千余件，其中国家一

级文物 10 件、二级文物 24 件、三级文物 27 件。部分苏木乡镇也结合地区特

色建立了小型展馆，如巴彦嵯岗名人陈列馆、布里亚特博物馆、巴彦塔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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斡尔民俗博物馆、巴彦托海镇历史博物馆、红花尔基森林博物馆、辉苏木民

俗馆。三是文物古迹遍布境内。鄂温克旗境内现有巴彦汗（日本）毒气实验

场遗址、辉河水坝细石器遗址、巴彦乌拉古城遗址 3 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郭道甫故居、巴彦呼硕敖包 2 个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锡尼河庙、光远寺

遗址、锡尼河西城址、大浩特罕城址、敖氏墓地、郭氏墓地 6 个旗级文物保

护单位。四是文化资源丰富多样。鄂温克族自治旗是以鄂温克族为主体，有

蒙古、达斡尔、汉等 25 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集居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

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特点。自治旗已逐渐形成了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群众

文化品牌。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样。鄂温克旗现已公布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名录和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有 6 批 109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中国家级 2 项、自治区级 19 项、市级 42 项；全旗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 227 名，其中，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1 名、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 30

名、呼伦贝尔市代表性传承人 113 名。

（二）旅游业发展概况

近年来，鄂温克旗牢固树立“全域旅游、全民旅游、四季旅游”发展理

念，把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和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依托独特的生态

优势、自然优势、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民族文化特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全力实施“旅游 +”战略，推进旅游业优先发展，促进一二三产业深

度融合，以自然资源、服饰、民歌、传统体育项目为鄂温克族自治旗旅游业

增添内涵，打造绿色转型发展总引擎。2019 年旅游总收入 5126 万元，接待

游客总量 50 万人 a。旅游接待能力：2 家四星级宾馆、2 家三星级宾馆、1 家

二星宾馆、7 家旅行社。近年来，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设施不断完善，鄂温

克旗不断提高旅游资源利用效能，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打造民族特色类文化

旅游产品，加快推进旅游产业从量变到质变、从粗放经营到质效提  升。

二、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创新模式的价值和意义

（一）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概况与创新模式

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位于巴彦托海镇，是鄂温克旗旗委、

a  资料来源：鄂温克族自治旗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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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政府大力推动“以创业园建设为载体，构建全旗创业、就业大格局”的重

要载体之一，是呼伦贝尔市创业园“一园区、多基地”创业发展模式的重要

组成部分。产业园在展示鄂温克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同时，依托蒙元文化，

汇集达斡尔、鄂伦春以及北方各少数民族，以鄂温克旗为中心，打造集民族

文化创业孵化、民族文化挖掘和传承、民族文化教育和研究、民族文化体验、

旅游度假等为一体的民族文化创业孵化示范综合体。园区于 2016 年 3 月开始

筹建，建筑面积 30000 平方米，投资 2.5 亿元，是内蒙古自治区 102 个旗县

中首家以少数民族特色为主题的创业  园。

创业园由四个功能区域组成：创业孵化区、创新创业区、商机对接区、

公共服务区。入驻创业园的企业享有一定的优惠政策，如创业培训、创业

指导、创业担保贷款等“一站式”服务。入驻创业园的企业来自各行各业，

2018 年入驻企业 115 家。大学生 3 家，城镇 68 家，牧民 44 家，非遗项目 21

个，传承人 22 人。创业培训内容丰富多彩，比如各类传统技艺培训，打破了

传承人以往从一而终的单一传承身份，社会角色的多元让传承得以延续，让

创新成为可能。创业园包括众创公共服务大厅、非遗展示区、民族文化产品

展示区、民族文化体验区、科技企业孵化区、电商平台区六大服务功能区。

大厅一层包括创业园简介的介绍，党和政府对创业者的扶持政策的宣传、创

业者故事及创业者咨询等一站式服务，二层为民族手工艺品展示体验、销售、

培训等综合服务区。非遗展示区入驻非遗传承项目 26 个。

民族文化产品展示区面积 6000 平方米，入驻创业者 50 家。主要用于展

示太阳花手工艺品、民族服饰、传统手工皮毛制品、木雕、皮画、景泰蓝工

艺画等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向外界宣传少数民族技艺文化。民族文化体

验区入驻创业者 49 家。体验区将民族特色文化和大众创业结合起来，通过亲

子体验活动等形式，实现园区少数民族创业者互动交流，相互借鉴创业经验。

在非遗时代，民族文化体验区为非遗传承人提供了传播传统文化的窗口。科

技企业孵化区为 17 家入驻企业提供研发、经营场地及共享设施，提供政策、

法律、财务、融资、市场推广和培训等方面的服  务。

（二）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成功案例：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太阳花”是根据鄂温克族神话故事太阳姑娘演绎出来的鄂温克族配饰，

配饰原型以动物的皮毛为主，镶嵌一些美丽珠宝等。2015 年 12 月 31 日由

呼伦贝尔地区鄂温克族自治旗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申报的鄂温克族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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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乌娜吉（太阳姑娘）制作技艺被批准为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太阳花工作室”，成立于 2010

年。经过 10 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呼伦贝尔乃至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明星

单位，特色产业精准扶贫户示范户。公司创始人乌仁也入选自治区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2016 年，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建成，乌仁将公

司迁至园区，员工也由最初的 1 人发展到 14 人。

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1. 深入挖掘太阳花本身的文化底蕴及文化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

社会千百年来通过不断劳动创造出来的精神结晶，蕴含着人类祖先的智慧以

及人与人之间的代际情感。鄂温克族是古老的森林民族，鄂温克人在狩猎、

游牧生产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创造出了各种绘画、刺绣、雕

刻、剪贴等艺术门类。例如，“太阳花系列配饰手工艺品”则来自鄂温克族先

民对于太阳的崇拜。该产品除了其本身的设计价值和材质成本外，背后所蕴

含的人文寓意也是无形的价值，太阳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的手里被赋予了

灵魂，被赋予了生命，而这种生命不单单是艺术生命，更直接的是价值生命，

犹如经济学中解读的价值投  资。

2. 走出去的宣传战略与产品创新理念并行。2010 年开始，太阳姑娘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每年参加各地举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销会近 40 场次，

早期的参展因为产品单一，且做工粗糙，销售很差。2015 年后，公司利用经

济学的客户需求分析的方法，开始分析客户的需求，开始不断地开发太阳花

的衍生品以及在材质和技术上取得突破。与时俱进相继开发了如胸针、耳环、

冰箱贴、手机支架、鼠标垫、车挂等等。2015 年至 2020 年期间，太阳姑娘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展销收益 100 多万元，其中 2019 年收入 35 万余元。在不

断探索着“太阳花”传统与创新的各种可能；同时，公司利用互联网平台做

线上推广，扩宽了营销渠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公司的线上销售优势显

著，仅 2020 年 5 月份制作的手工艺品销售额就达到了 3 万元，产品远销北

京、上海、广州等地。每年几十次的国内外展销会，让更多人看到鄂温克族

的手工艺品，不仅传承了民族的传统文化，传递了优秀民族精神，还不断带

动着牧民脱贫致富。因此，走出去战略、客户需求分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文

创实现市场化、现代化的必要手  段。

3. 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根”和“魂”，是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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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部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论述精神，大力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作

为固本工程和铸魂工程来抓。自 2018 年开始，太阳花开始接待第一批来自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学团队，2019 年太阳花已成为呼伦贝尔市中小学非物质文

化遗产研学传承基地。从“非物质文化遗产 + 旅游”衍生出“非物质文化遗

产 + 研学”模式，探索出文化传播与旅游产品融合发展的新途径，仅 2019 年

就接待研学团队 70 个，共计 1500 人；2020 年接待 3600 名中小学生，按照

2021 年签订的计划，2021 年太阳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会接待 25000 名

中小学生，每人每堂课收费 37 元。a2020 年 10 月太阳花基地研学一项获利

10 万元，这样的营销模式不仅助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而且化解了

新冠疫情所带来的营销困  境。

4. 多方位整合求发展。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口号，

这对于文化产业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意义非凡，全社会参与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发展的大势所趋。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除了本身自我宣传外，应该

与时俱进，利用新媒体来拓展销路，大部分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大多年纪较大，思维相对年轻人比较保守，对于市场的了解不足。呼伦贝

尔地区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都处在赔钱的状态，或者说收支持平的状

态，但太阳花一直创收。首先，太阳花在早期，依靠政府的扶持解决部分销

售问题。其次，太阳花起步阶段，NGO 机构平安普惠向其提供了 3 万元无息

贷款，这种融资方式值得微小企业尤其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是非常有帮

助的。再次太阳花在发展时期不断的邀请媒体和学者来参观指导，不仅达到

了自身宣传的目的，而且还为产品的文化研发注入了活  力。

5. 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共同体。在市场经济的时代，无论是企业还

是经济体都需要遵从市场规律，针对市场需求不断的发展创新，作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企业，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 10 年的打磨中逐渐确立了太阳

花的品牌影响力。与此同时，不断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合作，创造出

太阳花品牌旗下的衍生品，例如呼伦贝尔地区的毡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但是由于做工及设计落后，市场迟迟打不开，传承人思想守旧不肯变革。

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有新的发展，因此太阳花与毡艺传承人合作，创新制作

a  《2020 年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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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毡质的电脑内胆和屏保电脑保护套，借此机会在政府的扶持下成立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扶贫车间，以 2019 年为例，太阳花扶助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 12

名，每人每户增收近 3000 元。目前，已经有 700 多人参与过太阳花团队的订

单，其中有 264 人是贫困户。温暖公益获得了回报，政府从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和文化产业方面给予公司 50 万元的奖励，使得太阳花非物质文化遗产企

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刘晓春，乌日乌特 2021）。

（三）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

创业园成立以来，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示范效应不断增强。

2018 年，全年创业园企业实现销售额 1875 万元，利润 520 万元，纳税 48 万

元，直接带动就业 800 余人。接待上级领导参观、考察、调研 94 次，共计 3640

余人。2020 年 4 月，入驻企业已达到 121 家，直接带动就业 1000 余人。2016

年被自治区人社厅评为自治区级示范性创业园；2016 年被呼伦贝尔市人社局授

予呼伦贝尔市少数民族工艺品创新基地；2017 年被呼伦贝尔市妇联授予呼伦贝

尔市女性创业就业基地。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大众文化的传播，从追求

经济效益的展演、文旅空间的构建、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以及追求社会效益

的节庆活动、非遗媒体广告、抖音直播等，都展示了文化产业蓬勃的生命 力。

从入驻的非遗项目来看，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以传承少数民族传统项

目为主；二是传承项目种类繁多，且保存完好；三是传承项目包括多个民族，

如蒙古族厄鲁特服饰，鄂温克族希温·乌娜吉，以及达斡尔族非遗项目等；

四是入驻项目，无论是食品还是手工艺制品都没有重样的。全方位，多角度

呈现地域生态和多民族文化现象，这在其他县域文旅个案中是少有的。在非

遗时代，民族文化体验区为非遗传承人提供了传播传统文化的窗口。“非遗项

目”不再是一个死板的符号，而是一个“看得见”的“文化”。通过传承人的

解读，体验者对非遗项目的历史演变过程、文化内涵、象征符号等，有了更

加深刻的认识和理  解。

鄂温克族自治旗文化产业园的实施和推进，不仅满足了当地各族群众改

善生活水平的经济需求，而且维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也得到加强。在产

业园运营过程中，许多文化遗产得到了修复并申遗成功，民间的各种传统手

工艺产品、手工艺技艺、民族特色饮食也因产业园的宣传逐渐让当地人和四

方游客所熟知，尤其是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态理念以及对生命的认知，为世人

提供了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典范。在产业园运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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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各族群众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提升了对自身文化保护的自觉意识，

幸福感、获得感、自豪感油然而生。而且在宣传、展示民族文化的活动中，

当地民众渐渐对自己生活的地域文化产生了使命感和责任感，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的实践和经验，

不仅为民族地区县域文旅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也为人口较少民族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的思  路。

三、鄂温克族自治旗文旅产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一）主要问题发现

1. 基础设施薄弱和服务设施不足。一是旅游景区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

草原旅游景区分散、规模小，造成基础设施及服务设施建设很难形成配套。

供水、排水、供电等在区域间难以协调，容易造成游客需求的瓶颈。二是旅

游服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缺少专业旅游的培训，粗放经营对游客体验感和

自身发展都形成一定制约。三是旅游住宿接待能力不强，自治旗所在地巴彦

托海镇、红花尓基镇、伊敏河镇有星级宾馆外，其他苏木乡镇无星级宾馆；

餐饮接待设施服务水平较低，娱乐设施中高端产品缺乏，文化优势在旅游发

展中不能充分发  挥。

2. 区域草原旅游资源同质问题突出。尽管鄂温克族自治旗旅游资源得天

独厚，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类型多样、地域组合性好，但从本质上看，与陈

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都属于草原为主的景区，旅游资源

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一是自然景观以生态草原观光为主要特色，对长时间跨

区域游览造成审美疲劳；二是人文景观以蒙古族文化风情为主，民俗演出和

娱乐活动基本上大同小异，容易造成自身的内耗和重复建设。鄂温克族自治

旗民族多元化，但鄂温克民族文化凸显的不明显。鄂温克族猎民文化、牧区

生产生活方面文化体现不充分，缺乏关键的记忆  点。

3. 冬季旅游发展滞后。旅游季节性问题是困扰我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

北方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旅游经济效益因季节交换而深受影响。

鄂温克族自治旗季节性旅游现象明显，主要集中在 6—9 月，为旅游旺季。旅

游旺季旅游团队和散客人数呈井喷式增长，旅游酒店和车辆供不应求，旅游

市场便会出现“一床难求”和“一票难求”现象。冬季漫长，冷空气活动频

繁，地面积雪时间长。冬季漫长不利于旅游资源及设施的充分利用，四季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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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旅游发展较为困  难。

4. 草原旅游品牌效应宣传不到位与资源开发碎片化。旅游市场营销手段

少，旅游对外宣传吸引力不足，“被世界传唱的地方、敖包相会的地方”是鄂

温克族自治旗的旅游名牌，但还未形成强有力的吸引力。旅游产品多以草原

观光、民俗风情为主，对游客深层次需求不充分，忽略了区域草原旅游开发

的整体性，使草原旅游产品组合开发处于低水平状态。与呼伦贝尔草原区域

旅游产品的同质化，缺乏明显的特色和突出优势。旅游产品较为单一，草原

上景区虽然名称不同，但其内部活动雷同现象明显，未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

格，项目重复建设，没有形成品牌效应和规模效应。重点发展的民族文化创

业园和马文化产业园旅游项目还处于起步阶  段。

（二）战略对策与建议

1. 生态优先战略和体制机制保障。在鄂温克族自治旗草原旅游发展中，

切实守住生态底线，实施严格的保护措施，保护国家北疆生态屏障。对现有

景区进行规范整治，严格规范草原旅游用地、完善草原环保设施；遵循草原

合理承载力度，严控新增草原景区数量，合理划定游览区域，开发绿色草原

旅游产品业态。建议建立监控机制，对危机事件，如自然灾害、流行疾病、

动植物侵入、环境污染、社会事件等危机事件对旅游业和旅游规划实施产生

的重大影响进行监控，适时进行调整。建议政府部门制定对荒地、河滩、草

原等未利用土地的用地政策，科学调整供地结构，在年度用地指标中优先支

持旅游项目，有效落实旅游重点项目新增建设用  地。

2. 实施招牌发展战略和品牌发展战略。鄂温克族自治旗是呼伦贝尔牧业

四旗之一，鄂温克草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处于草原与森

林相结合的地段，鄂温克草原植被品种多样、地形地貌单元丰富，水资源充

裕，环境优良。民族文化特色浓郁，传承下来的游牧文化、狩猎文化、民歌

文化、非遗文化、信仰文化等赋予了鄂温克草原的独特性。要深入挖掘民族

文化内涵和地域资源特色，创新推出属于鄂温克草原旅游的项目和特色产品，

打造“鄂温克”这张独特的旅游招牌。树立地方旅游品牌、深入挖掘旅游资

源的潜在价值，积极培育本地旅游品牌已经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竞争力。集

中打造鄂温克草原旅游总体品牌形象，努力构建以鄂温克草原旅游自然资源

与文化资源相融合的旅游品牌体系。依据全旗现有草原旅游景点的建设情况

和草原旅游发展优势以及民族文化特色，避免与呼伦贝尔市其他草原旗县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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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产品的内容同质化，采取差异化发展思路，对旗域内现有草原旅游景区、

马文化产业园、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汽车产业园、红花尔基樟子松森林公

园、民族文化博物馆群、巴彦呼硕旅游景区等重点景区进行培育，打造以互

动体验、教育研学、康养度假、非遗传承为特色的草原旅游精品线路与旅游

产品建设，增强全旗精品旅游的核心竞争  力。

3.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综合发展战略。鄂温克族自治旗位于海拉尔东南

侧，旗所在地巴彦托海镇属于呼伦贝尔市中心城区的一部分，特殊的地理位

置决定了其旅游市场的特殊性，海拉尔及其周边以及承接海拉尔来自全国各

地的游客是鄂温克草原旅游市场研究的重点地区。根据旅游市场的特点，结

合鄂温克草原旅游资源，开发和打造与客源市场相匹配的旅游项目、旅游产

品以及游线设计。通过市场导向，探索、总结鄂温克旅游发展模式、创新旅

游产品类别，打造有别于其他草原的旅游目的地，实现鄂温克草原旅游的大

发展。与此同时，鄂温克族是中蒙俄跨界民族，在国家“一带一路”总体战

略下，文化交流功能尤显重  要。

4. 冬季旅游开发战略。2016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冰天雪地也是

金山银山”指示，开启了冰雪经济新篇章。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

北调研时指出：“大力发展寒地冰雪经济，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

彰，这条路要扎实走下去”。总书记的指示，是探索中国特色冰雪旅游、冰雪

休闲、冰雪生活的科学指南（戴斌 2019：188）。呼伦贝尔市旅游旺季各种资

本间的过度竞争，使当地旅游服务质量下降，影响当地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因此，构建“大旅游”管理机制，实行大门票制来解决旅游资本的过度竞争、

引导当地旅游市场有序发展。其关键在于加强政府在旅游中的作用，增大国

有资本的比重，以此平衡各种私有和个体资本在旅游旺季的无序竞争。开展

鄂温克草原旅游冬季的旅游类型，结合马文化产业园、巴彦呼硕旅游区、策

划冬季马文化节，举办银色鄂温克旅游赛事、冬季那达慕等活动；依托巴彦

塔拉达斡尔文化民俗村开展雪乡体验游等。此外，借鉴国外经验，举办冬季

灯光节，拓展旅游空间。目前，灯光节已经成为欧洲主要都市的、特别是冬

季拉动娱乐和旅游的重要项目。虽然灯光节最初在国外出现，但近几年在中

国，各地灯光节发展迅速，好的灯光节可以大幅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吸引更

多的旅游资源，丰富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是一

个城市、地区鲜活的名片。对寒冷地区来说，冬季灯光节意义重  大。

5. 人力资源保障。建立专家智库，集聚多方智慧科学谋划发展。成立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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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克族自治旗草原生态旅游发展专家智库，培养或引进专业化、高水平、经

验丰富的专业人才。具体培育或引进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旅游业领军人才、

起到骨干和核心作用的行业领路人、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康养专业技术人才、

旅游基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专业基层工作人员。通过合作开发、承

接课题、项目指导等“柔性引才”方式，吸引人才。突出与专业院校、优秀

旅游企业的交流合作，引进更多高层次人才。建立人才信息库，吸引各类人

才加入旅游行业，为旅游人才的自由流动提供平  台。

6. 加强非遗文化与文旅结合的市场化运作。非遗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精

神和民族文化内涵和特质，蕴涵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如民间文艺资源、饮食文

化资源、工艺美术资源和医疗技术资源等，市场化运作是促进其实现自我发

展和自我保护重要途径之一。要加大文化科技创新与整合力度，着力培育民

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为非遗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提供保护基础。要

从政策上继续扶持传统手工艺，在遵循传统手工艺生产规律和运作方式的同

时将其融入现代社会实践，生产贴近市场需求的产品作品，以产品消费促进

经济提升。持续推进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整合现有的制作加工作坊、非遗

传习所、非遗展示基地资源，向游客开放活态传承展示场所、非遗衍生品销

售基地，拓展非遗旅游线路，推进传统文化资源、文化元素向旅游产品转化，

构建非遗科学保护新格  局。

7. 强化旅游娱乐设施建设。拓宽旅游项目类型，增加冬季游览项目，丰

富夜间活动内容，突破草原旅游季节发展的瓶颈，削弱旅游淡旺季。构建草

原主题活动、草原休闲、游牧文化体验等的游乐设施，形成“白 + 黑”娱乐

体系。深入挖掘体现鄂温克民俗文化和地方特色的旅游项目，依托内蒙古民

族体育中心、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巴彦呼硕旅游景区等开展丰富多彩的鄂

温克瑟宾节、敖包相会、伊慕讷活动、那达慕等节事活动，积极引导地方民

俗活动推陈出新，挖掘、弘扬鄂温克民歌等少数民族歌舞特色演艺。打造草

原主题夜景，增加草原夜间演艺，举办特色敖包相会篝火晚会等娱乐活动。

在民族文化创业产业园增加文化体验园区，传承发展鄂温克少数民族文化，

塑造民族文化主题体验园。结合当地游牧民族的文化与习俗，依托鄂温克族

草原人家、厄鲁特人家、布里亚特人家设置草原“牧民的一天”系列体验活

动，让游客真正参与体验牧民的原生态生活，感受游牧文化的发扬光  大。

人文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价值，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符

号。通过文旅产业的融合，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文资源中的文创产品不仅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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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社会文化意义，而且由于旅游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文化资源的商业化因而

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文化经营行为可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

参考文献

戴斌

2019  旅游 & 文化（五）.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

刘晓春，乌日乌特

2021  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调查研究 . 民族研究 5.

刘永佶

2010  民族经济学 .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

向勇

2015  文化产业导论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n Ewenki Autonomous Banner

Liu Xiaochun Wuriwute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More 

importantly, it is also the only way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e Ewenki Autonomous Banner in the 

city of Hulunbuir in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is not only an area 

with a high Ewenki population, but also a region where the Ewenki language and 

culture has been preserved. The Ewenki Autonomous Banner has taken proactive 

steps to develop its cultural tourism and achieved a revitalisation of the border 

areas and the enrichment of the people living there.

Key words:  cul tura l  tour ism industry;  innovat ive  development ; 

countermeasures and proposals; Evenki Autonomous B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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