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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色文化走向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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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发展其他产业相比，发展文化产业较少受自然资源条件和原有物质基础的制约，选择正确的路子并持之以恒地走下去，就

有可能取得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发展。在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和持久的生命力，依赖于对特色文化资源的挖掘。

近年来，乌审旗将加快文化产业发展作为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从努力培育特色文化战略品牌，到积极促进文化与经

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硬支撑”，探索出了一条差异化、特色化文化发展路子。 

  特色文化，理念先行。改革开放初期，乌审文化建设几近“空白”，城乡文化基础设施简陋，群众文化生活匮乏，农牧民依

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2004年我们在全自治区率先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旗的战略，并出台相关政策，通过社会化、

市场化运作模式，对全旗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和配套开发，使文化真正成为凝聚人心、整合资源、强化特

色、加快发展、感受幸福的有效载体。 

  特色文化，贵在按照差异化发展的思路做大做强品牌。乌审旗地处鄂尔多斯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洼地，千百年来，黄河文

化与边塞文化，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形成了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我们着力培育人文链条，凝炼地区精神，依托历

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生态文化“四个层面”，大力实施思想道德铸魂、人文遗产保护、文化精粹抢救、文学艺术创

新、文化产业发展“五大工程”，借助政府抓、企业投、民间促“三支力量”，科学构筑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两大板块”，通

过发展，使文化旅游产业成为全旗特色主导产业。我们以马头琴文化品牌为统领，积极培育鄂尔多斯婚庆礼仪文化品牌；依托新

型工业、现代农牧业、民俗文化，打造特色旅游文化品牌；选择乌审召庙、察罕苏力德旅游区等历史渊源深厚的地区，培育和打

造一批祭祀文化品牌；提升萨拉乌苏民间艺术节、草原“那达慕”等节庆文化活动档次和水平，打造节庆文化品牌。同时，把品

牌建设融入产品发展之中，以“鄂尔多斯（河套）人”故乡和“独贵龙”运动的策源地为基础，以中国苏力德文化之乡、中国蒙

古族敖包文化之乡和中国鄂尔多斯歌舞之乡、中国马头琴文化之都等地标性文化品牌资源为引领，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及民族服

饰、根雕、乐器等生产加工配套服务业，积极选择和包装具有市场前景的民族文化产业项目，推动文化产业集中化规模化发展。 

  特色文化，重在促进与当地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我们充分发挥文化对优化经济结构的推动作用，推进文化与旅游、工农牧

业、城镇化建设的融合和渗透，增加文化含量、文化品位和经济价值，提高经济发展的综合竞争力。比如，依托萨拉乌苏河，高

标准打造“一河三园”，力争用3—5年的时间建成萨拉乌苏国家湿地公园、国家遗址公园和休闲养生农业园，构筑一条精品文化

旅游产业带；将现代建筑理念与乌审文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以文化元素和文化符号彰显城市魅力；推进文化元素与高端工业的

融合和渗透，把文化理念渗透到煤化工、天然气化工、砂产业等能源产业的工业设计、产品生产、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各个环

节，以文化创意推动工业转型升级，促进工业向高端示范和循环经济发展。 

  （作者:中共内蒙古乌审旗旗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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