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团结之花绽放边城
□本报记者 高敏娜 通讯员 朱明红

“这朵民族团结之花景观小品设在杜鹃湖畔
真是太应景了，不仅让我们领略到阿尔山的灵秀
之美，还让我们时刻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和谐友
爱。”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四川游客李芳站在
杜鹃湖边感叹道。

阿尔山把民族团结标识与旅游景区、自然环
境融为一体，让游客在旅游中感悟中华文化、增
强文化自信，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旅游景点是非常好的载体，让游客们在赏心悦
目中完成了一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洗礼。”阿
尔山市副市长白峰表示。阿尔山市把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景点之间、生活之中、场景之上，
用大自然做媒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阿尔山地处祖国北疆，我最喜欢给游客讲
‘八千里北疆有棵相思树’的故事了！把戍边官
兵扎根边关的使命担当，把英雄无悔的家国情怀
讲给游客们听。”28岁的蒙古族导游卢旺每天忙
碌在旅游环线上，别看年龄不大，但他对北疆文
化的内涵、兴安盟的红色故事、阿尔山林区创业
史很了解，只要他带的团，精彩的讲解、细心的服
务都会收获一群“铁粉”。

在阿尔山氧心森林浴道景区，卢旺带领游客
们在中华文化育道上行进，一边享受氧吧的清新
空气，一边聆听音响中播放的 56 个民族的简
介。阿尔山市深度推进文旅融合发展，促进旅游
与乡村振兴和民族团结进步同频共振。将吃农
家饭、住精品民宿、赏民族风情等纳入团队旅游
线路，持续做响杜鹃节、冰雪节等节庆活动品牌，
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当地各族群众在共享
文化盛宴中增进了解、结下友谊。

“阿尔山虽小，但每年都要接待几百万国内
外游客，对俄罗斯等国的商品肯定会有市场需
求，我一直都在满洲里开店，不想错过这个商机，
就把店也开到阿尔山了。”盛元俄罗斯艺术品店
总经理刘宇十分看好阿尔山的消费市场。

阿尔山市鼓励支持各地群众参与景区餐饮
业、文艺表演、旅游商品销售等旅游业态开发，广
泛吸纳各族群众到景区创业就业。仅阿尔山国
家森林公园就安置林业职工600多人，拉动和吸
引 1000多家各地各民族兄弟姐妹来投资兴业，
在祖国北疆书写出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生动实践。

2022年 6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民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
《关于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的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努力实现民族地区旅游优质供给更加丰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明显提升，旅游人次大幅增长，旅游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更加广泛深入，旅游业在服务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各族人

民旅游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作
用更加凸显。

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厅、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24
年初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的
行动方案》，全面推动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提档升级。

山水有相逢 情谊自可通
□本报记者 冯雪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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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中的家国情怀
□本报记者 冯雪玉

2023 年第七届内蒙古文博会上，扎兰屯剪
纸“守艺人”都叶梅带来的剪纸长卷《中华民族一
家亲》惊艳了众人。

23米长的《中华民族一家亲》，被悬挂在呼伦
贝尔展馆上方。这幅作品历经两年的创作，将56
个民族的人物，以红色巨龙串联，他们都身着传
统服饰，载歌载舞。

《中华民族一家亲》保留传统剪纸形式，加入
现代剪纸元素，将 56个民族的中华儿女融合在
一部剪纸作品中，充分展现了各族人民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寓意 56个民族的中华儿女
共谱中华团结之曲，共唱民族团结之歌。

“创作过程中，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考证各
民族的传统服饰、文化习俗等，只为最大限度还
原56个民族的样子。”都叶梅说。

作为自治区级剪纸项目非遗传人，她从内蒙
古广阔大地汲取灵感，从乡村生活的点滴寻找素
材，作品中处处都是家乡痕迹。一张红纸、一把剪
刀、一双巧手、一份匠心，剪出中华民族一家亲，把
更多内涵丰富、意蕴厚重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
民族形象，更好地呈现在公众视野中。

都叶梅是扎兰屯的骄傲。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
动会，扎兰屯赛区承担了雪上项目的部分比赛，都叶
梅每天都会来到金龙山滑雪场非遗文创展示厅，向游
客介绍扎兰屯的非遗项目，并手把手教他们剪纸。

都叶梅说：“我为‘十四冬’创作了2000多件作
品。”这些作品有滑冰、滑雪等比赛项目的剪纸，也有
打卡章、明信片、书签、钥匙链、冰箱贴等富含剪纸元
素的文创商品，作品生动讲述着非遗促进民族团结的
故事。“十四冬”期间，扎兰屯金龙山滑雪场日均接待
游客上万人次，天南海北的朋友通过剪纸、通过多彩
的非遗了解了扎兰屯，了解了呼伦贝尔。

都叶梅说都叶梅说：：““作为一名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作为一名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
我将带领学员持续创新研发一些体现中华符号的我将带领学员持续创新研发一些体现中华符号的
剪纸作品剪纸作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要多创作还要多创作
推广剪纸文创产品推广剪纸文创产品，，培育更多的剪纸人才培育更多的剪纸人才，，推动剪推动剪
纸文创产业传承与多元化发展纸文创产业传承与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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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欣赏扎兰屯杜鹃花。 本报记者 王晓博 摄

游客正在观看由乌兰牧骑带来的“欢腾的敕勒川”歌舞表演。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游客在游客在敕勒川草原游玩敕勒川草原游玩。。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磊王磊 摄摄

SANXIANGJIHUAZAIXINGDONG
““三项计划三项计划””在行动在行动··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 特刊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不仅有助于各
民族经济上相互依存，助力民族地区群
众走向共同富裕，而且通过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可以加深彼此了解、增进感
情，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
重要作用。内蒙古旅游资源丰富，借助
旅游这一载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生动实践每天都在北疆大地进行
着。

借旅游载体促进交往交流交融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西安市画家
李兰连日来一直在兴安盟阿尔山市写
生。“这是我第二次来阿尔山，每一次来
都有新的灵感和收获。我要用画笔记录
下阿尔山的风采，让更多人看到它的
美。”在李兰眼中，阿尔山就是她向往的

“诗和远方”。
阿尔山位于内蒙古东北部，横跨大

兴安岭西南山麓，属于森林和草原过渡
地带。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
境，赋予了阿尔山丰富的旅游资源。这
些年，当地景区、交通、住宿、餐饮等旅游
设施日益完善，持续吸引着全国各地游
客到访游玩，大家也在沉浸式旅游中深
深感受到“东西南北相承一脉、中华一家
其乐融融”的浓厚氛围。

在阿尔山口岸景区接受爱国主义教
育的洗礼；在三潭峡手牵手走过同心桥；
在杜鹃湖畔品花语、悟人生；在驼峰岭天
池，一路品鉴精美诗词，一路登高望远；
在石塘林怪石嶙峋的熔岩里找寻顽强的

“团结树”“和睦树”……走在阿尔山各个
景区里，旅游新画风随处可见，是阿尔山
深入开展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工作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内蒙古充分发挥旅游资源
优势，持续打造更多体现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品质化、特色化、定制化的
文旅产品和精品线路，让旅游成为促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助推器”。

随着文旅产业的红火，各具特色的
旅游新业态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围炉
煮茶、City walk、“内蒙古礼物”文创产
品店等特色鲜明的项目应运而生，丰富
了旅游市场；温泉度假营地、房车营地
等“旅游四地”建设成果一经运营，便广
受游客青睐；高标准筹办的那达慕、杜
鹃节、冰雪节、阿拉善英雄会等活动，更
是潜移默化地促进了各族群众的相知
相亲相惜。

为推进各族群众通过旅游交往交流
交融，内蒙古不断加强与其他地区的旅
游协作，推动旅游产业优势互补。去年
以来，自治区文旅部门拓展粤港澳、长三
角、珠三角客源地，开辟东三省、京津冀
市场，在实现南北互动、冷热互融的进程
中，持续强化区域合作、协同发展。

在“博物馆热”中体会共同体理念

“小朋友们知道‘最好牧场为航天’
的故事吗？”在内蒙古博物院联合内蒙古
科技馆开展“亮丽北疆 航天载梦”主题
活动中，社教员们精彩的讲解让前来参
加研学游的小朋友们开眼界、涨知识。

活动现场，青少年观众身穿宇航服，
漫步航空模型与实物展品间，身临其境
地了解祖国航天事业开拓发展的伟大历
程，传承红色基因。通过科技馆球幕影
院观看影片《群星闪耀的夜空》，体验新
奇的航天互动设施，引导学生们走近航

天、热爱航天，激发青少年崇尚科学、探
索未知、敢于创新的热情。

亮丽北疆见证了祖国航天事业的蓬
勃发展，“三易旗府”的动人故事谱写着
历史佳话。“飞船从内蒙古升空，航天员
在内蒙古着陆”，这不仅是伟大祖国给予
内蒙古的最高赞誉，更是内蒙古各族人
民守望相助、坚定守护祖国航天事业的
真实写照。

博物馆不仅陈列藏品，还兼具教育、
娱乐和休闲的功能。内蒙古博物院每年
数十场的社教活动让博物院变身“大课
堂”，成为讲述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基地。

“行走中的博物馆”是内蒙古博物院
开展历史文化进校园、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进课堂的青少年品牌活动。活动通过
与呼和浩特市的多所学校开展馆校教育
合作共建，将蕴藏在文物里的中华文化
与学校课本相结合，按照“重参与、重体
验、重过程”的教育理念，以丰富的教学
形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自 2015年 3月启动至今，形成历
史文化、北疆民俗、自然科技、艺术感染4
大系列200余节课程，实现学校“自助点
餐”，规范化、系列化、常态化开展课程累
计500余场，参与学生近5万人次。

今年，“博物馆热”提前升温，我区很
多博物馆人流如织，越来越多的游客走
进博物馆，对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
要意义。

用精品力作讲好民族团结故事

呼和浩特市大雨倾盆，但疾风骤雨
挡不住歌迷热情。日前，呼和浩特市国
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综合馆内劲歌唱
响，热舞飞扬，“唱响北疆”内蒙古流行音
乐演唱会激情开唱，乌兰图雅、海来阿木
等歌手携乐队轮番登场，深情动人的歌
声燃动全场。

据介绍，“唱响北疆”演唱会还将走
进澳门、深圳、南京，邀请能代表内蒙古
流行音乐的乐队和歌手出演，推动内蒙
古流行音乐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近年来，内蒙古的文艺之花开遍祖
国大江南北。2023 年春天，内蒙古艺
术剧院打造推出的内蒙古经典歌曲演
唱会《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在北京激情
唱响。流淌过时间长河的草原金曲，收
获如雷掌声。很多北京市民听后说：

“这些歌太好听了，我们要去内蒙古看
一看。”

去年以来，内蒙古艺术剧院多个文
艺精品进行了全国巡演。舞剧《骑兵》已
在全国巡演6次，所到之处，一票难求；交
响乐《旗帜》、民族管弦乐《丝路草原》、民
乐映九州《塞上牧歌情》马头琴音乐会、
奈热乐队专场音乐会，这些文艺作品先
后走进全国40个城市，开展了近60场巡
演，收获了 10 万现场观众的掌声与好
评，无数粉丝为内蒙古点赞。

这些作品在聚焦中华文化符号和形
象的同时，生动展示了内蒙古绚丽的艺
术风情、现代的城市气息、幸福的生活图
景，为观众带来一场场璀璨的视听盛宴。

剧场内掌声如潮，以“内蒙古礼物”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为代表的内蒙古
文创 IP产品也“潮”出圈，吸引众多游人
购买。

内蒙古的文创产品融合了内蒙古地
方特色与文化艺术元素，将艺术性与实
用性相结合，吸引了无数粉丝。大家通
过一件件精美的文创产品，加深了对内
蒙古悠久历史、多彩文化的了解，将“内
蒙古礼物”带回家，将内蒙古故事和文化
艺术作品讲述给更多的亲朋好友。

山水有相逢，来日皆可期。旅游促
“三交”计划实施至今，越来越多的人走
进内蒙古，感受北疆大地壮美、和美、善
美，在你来我往的流动中，在彼此欣赏的
互动中，相知相交，结下深情厚谊，以中
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步伐
越来越有力。

【专家谈】

深挖内涵，讲好
旅游促“三交”故事

实践证明，旅游业在推动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
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内蒙古要进一
步挖掘、利用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和旅游资源，放大文旅融合的叠加效
应，通过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搭建起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

一是深入挖掘内蒙古历史上蕴含
的“三交”故事，形象化讲述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历史进程。自古
以来，内蒙古地区便是多民族繁衍生
息的历史舞台，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
化遗产，是推动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的最好见证，这些正是推动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资源。在这方
面，内蒙古做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工作，
如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这些旅
游资源的深度开发，不仅挖掘出了建
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基础，还通
过对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
地形象化讲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
展格局的历史进程，夯实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社会基
础和思想基础，有效促进了各民族的
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二是讲好模范自治区的优良传
统，全方位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魅
力。在内蒙古大地上的每一次革命历
史事件、涌现的每一位革命英雄、留下
的每一处红色旧址遗迹、陈列的每一
件革命文物，既是历史史实，也是典型
的红色旅游资源。通过旅游业使这些
红色文化资源焕发活力，让内蒙古革
命历史被更多人了解，让红色文物被
更多人看到，让模范自治区的优良传
统被更多人熟知，让内蒙古各族人民
在共同团结奋斗过程中孕育的蒙古马
精神、“三北”精神被更好地传承弘扬，
既是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
内在需求，又能全方位展现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魅力与活力，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精神动力。

三是聚焦打造“北疆文化”品牌，
展现现代化内蒙古形象。推出更多彰
显北疆文化厚重历史根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作用的文化旅游
精品力作，塑造更多展现内蒙古在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过程中树立的现代化内蒙古形象
旅游标识，从而让更多人了解内蒙古
除了草原、森林、沙漠和热情奔放的民
族歌舞、独具特色的民族风俗外，还有
在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
设过程中展示出来的丰富多彩的现代
化形象，推动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
中共同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

高晓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