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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lhu tribe in Hulunbuir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s unique, highly favored by tourists.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has a certain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local development of Hulunbuir. It fully leverages the role of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stimulates the research strength of local higher education, guides local vocational colleges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ensures their sustained and posit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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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视角下呼伦贝尔特色历史文化与旅游融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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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呼伦贝尔巴尔虎部落历史悠久，别具一格，深受广大游客青睐。文旅融合不仅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呼伦贝尔的地方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充分发挥宏观经济管理的作用，激发当地高等教育研

究力量，引导地方高职院校提高专业型人才培养力度，保证其持续的积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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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文化与旅游融合对地方旅游业的作用

呼伦贝尔作为多民族聚集的地区，拥有多个悠久

历史文化的民族和部落，呼伦贝尔各族人民自古以来

具有团结、爱国的光荣传统。[1]将呼伦贝尔地区历史

上的民族和现有民族历史文化与旅游融合是实现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依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文化

旅游业，既能带动呼伦贝尔市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各

民族共同发展，同时便于吸引相关专业人才、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落实“一湖两海”生态治理、保护

呼伦湖等生态环境。

（一）民族历史文化与旅游融合有助于推动呼伦

贝尔旅游产业振兴。旅游业作为呼伦贝尔市第三产业

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地方经济和实现乡村振兴中

有着重要作用。呼伦贝尔市旅游资源丰富，拥有丰

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环线旅游路线较多，沿途景区、

各种民俗体验旅游部落近 300 个。[2]以中华民族共识

为基础，将民族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用于推动呼

伦贝尔市旅游业的发展。在集成历史文化资源时，要

最大化地调动呼伦贝尔地区的人力、物力和技术等资

源，以优化呼伦贝尔旅游产业结构。政府将作为主

导，那些较大或有能力承担旅游业的地方，将以游客

需求为主导，利用呼伦贝尔的民族历史文化资源制造

具有民族和地区特色的产品，构建特色旅游品牌。为

了适应时代的需求，我们将充分运用新媒体工具，采

取“互联网+”的线上经营模式，通过“互联网+”的

方式，将呼伦贝尔的旅游文化资源展现出来，利用其

生动、高效、全面的优势，以加速呼伦贝尔旅游产品

的优化和升级，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并促进地方特色

产业的发展。互联网作为双刃剑，可以利用其积极的

一面，同时由政府组织遏制其不利的一面，需要政府

部门进一步去监控呼伦贝尔网络旅游业的运营情况。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为旅游产业在更大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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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旅游产业高度的产业

关联性、旅游消费者需求的改变、技术的进步与创新

和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等。[3]

（二）民族历史文化与旅游融合有助于推动地方

人才振兴。人才是实施地方振兴战略的关键，地方经

济发展需要引领将高质量的人才投入到乡村振兴中

去。有效融合民族历史文化与旅游业有助于发掘和打

造一批对呼伦贝尔地区文化热情，积极传播呼伦贝尔

地区文化的人才，为呼伦贝尔旅游业注入新鲜血液。

同时民族历史文化在与旅游业融合带动农牧业和工

业共同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引专业技术人

才、管理岗位人才、经营服务人才。现如今，呼伦贝

尔地区农村、牧区经济相对单一，相应的就业岗位较

少，大量的青年劳动力转移至海拉尔等人口聚集地

区，或者去其他经济发达的地方。民族历史文化与旅

游融合将带动呼伦贝尔经济发展，带来的新型的牧民

和专业技术人才的一定需求。民族历史文化与旅游业

融合有助于满足牧区发展需求，专业技术岗位需求，

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身民族地区，推动呼伦贝尔农村牧

区人才振兴。

（三）民族历史文化与旅游业融合有助于推动呼

伦贝尔生态文明振兴。地方经济的发展，生态也是至

关重要。保护生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推动地方经

济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以破坏生态，从而发展经济

是不可行的。过去，某些传统的旅游业追求短期的经

济盈利，不顾生态文明的破坏，结果导致环境污染，

生态平衡受到威胁。然而，随着人们越来越强烈的愿

望追求优质生活和旅游观念的转变，旅游业开始走向

以环保和健康为主导的新旅游模式。呼伦贝尔，一个

历史悠久、地理广阔、生态资源丰富且住着各种民族

的地方，若以强化中华民族共识为主线，利用其历史

文化特点发展草原旅游、湿地观光等绿色生态项目，

那么其生态优势完全可以转化为旅游优势，打造出文

化旅游的新旗舰。

立足民族地区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产

业，在整合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充分调动当地人力、

物力、技术等生产要优化旅游产业结构。[4]呼伦贝尔

历史悠久，民族较多，人文底蕴丰富，如能以民族历

史为突破口打造旅游业，既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又能将呼伦贝尔独特的人文特色展示于人们的视

野，为呼伦贝尔市带来相应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2 巴尔虎蒙古特色历史文化与旅游融合现状

呼伦贝尔境内有一支历史悠久，具有独特风格的

民族部落——巴尔虎蒙古部落。巴尔虎蒙古部落经过

漫长的历史演变，形成了特有的民族风格和民族习

俗，因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受到社会关注，尤其是互联

网高度发展的今天深受广大网友的关注，广大网友通

过各种渠道想了解呼伦贝尔，了解巴尔虎蒙古部落。

2021年，有一个牧民，他叫达西，凭借地区特有的巴

尔虎婚礼赢得数百万粉丝，使网络成为大家了解呼伦

贝尔地方特色婚礼、特色生活渠道之一。

（一）巴尔虎蒙古独特历史文化。巴尔虎蒙古人

四世纪生活于土拉河、贝加尔地区，先后被柔然国、

突厥国统治，八世纪至九世纪迁徙至贝加尔湖附近，

逐渐形成巴尔虎部落联盟。十三世纪，蒙古汗国将巴

尔虎纳入其汗国版图，遂巴尔虎部落成为蒙古汗国的

一员。十八世纪，巴尔虎部落来到呼伦贝尔草原，因

其居住地为草原，从而形成了巴尔虎人游牧和狩猎为

主的生活方式。现如今，巴尔虎人主要生活于陈巴尔

虎旗、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以及黑吉辽东三

省和新疆等地。

巴尔虎人具有独特的服饰文化、宗教信仰和具有

民族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2006年祭敖包纳入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巴尔虎牧民一直以来从事畜牧

业，从而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点和地域特色的风俗和

习惯。然而，巴尔虎等部落的生活环境以及同其他民

族交往情况不尽相同，这就使各民族、部落之间具有

不同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5]

（二）巴尔虎蒙古特色历史文化与旅游融合现

状。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等巴

尔虎蒙古人聚集的牧业旗，均有特有的巴尔虎蒙古族

特色。呼伦贝尔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草原资

源、具有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当前，在全域旅游背

景下建设巴尔虎地域特色民族历史文化旅游中，主要

利用草原、湿地、民俗、饮食、服饰、生产和民间歌

舞等历史文化资源。以新巴尔虎右旗草原旅游为例，

近年来，凭借民俗优势和呼伦湖等生态优势，旅游产

业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旅游带动下的经济效益明显，

但是以点连线，全域视野下的旅游业发展有待完善，

结合草原旅游与乡村振兴方面开展旅游业的较少。

呼伦贝尔旅游资源丰富，有大草原、大湿地，生

产高质量的乳制品和牛羊肉。此外，有诸多大大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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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草原那达慕均可作为旅游业的特色品牌。其中巴尔

虎蒙古部落景区几乎都在各旗的腹地，巴尔虎部落以

原生态独有的民俗民风，其旅游价值别具一格。除此

之外，巴尔虎蒙古部落还有历史文化底蕴。在这里展

现历史文化外，像新巴尔虎左旗境内的诺门罕战役遗

址具有爱国主义教育意义。

（三）在巴尔虎蒙古地区，历史文化特色与旅游

业的整合面临的难题。产品形式较为单一。虽然巴尔

虎蒙古部落旅游业充满了浓厚的民族风情，但区域风

格和旅游项目却显得过于单调。旅游活动主要以观赏

蒙古族的服饰巡演、篝火晚会等为主，缺乏互动性，

游客很少有机会真正参与到巴尔虎的特色活动中来，

而且这些活动无法连续展开。也没有形成富有特色的

旅游产品，产品形式上也显得相当单一。目前，巴尔

虎旅游业的产品主要是一些普通的纪念品和乳制品，

游客都可以在网上购买，不具备高价值收藏，这些旅

游项目和产品在市场上同质化严重，缺乏替代性，使

得旅客无法获得独特的体验和深入的印象。尽管巴尔

虎蒙古部落大多位于边境，地理位置特殊，但依然缺

乏吸引人的跨境旅游项目。尤其是从2020年疫情爆发

以来，呼伦贝尔被波及次数较多，旅游业受到的创伤

更为严重。

宣传力度不足。宣传是提高品牌的主要手段之

一，也是提高品牌知名度的主阵地。现阶段，巴尔虎

蒙古部落比起大的旅游景区比起来仍然很薄弱，缺乏

对外宣传的手段，游客群体单一。在当前社会，互联

网已经转变为各行各业的关键推广途径，作为呼伦贝

尔的主打旅游景点之一，巴尔虎蒙古应该利用自媒体

的进步来引领旅游营销。通过实施“胡亮网+旅游模

式”，我们可以推进线上线下的宣传活动。

缺乏与当地高职院校的合作。目前相关政府将巴

尔虎蒙古旅游纳入本部门旅游规划，然而，从宏观上

的调配和高层建筑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当地旅游

业和高校的合作不充分，致使缺乏了专门的旅游业管

理人才及相关技术人员。

3 全域旅游背景下巴尔虎蒙古特色历史文化

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对策

针对巴尔虎蒙古部落的历史文化及其旅游业的发

展状况，我们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建设策略，如

深入研究打造独特品牌、培育专业人才和加强宣传等

不同方面。我们希望通过建立标志性特色、加大人才

的培养和扩大宣传力度，能够推动旅游业的建设不断

前进。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加强非遗文化产品创新设

计并积极地传播，不断地提高传播水平，促进好和发

展文化和旅游业的融合。[6]

（一）创新宣传模式，充分发挥互联网力度。依

托当地高校校本课程“呼伦贝尔民族历史文化”，加

大对呼伦贝尔全域旅游业宣传力度。现如今当地高校

校本课程“呼伦贝尔民族历史文化”成为自治区一流

课程，且在中国人民大小运营的慕课中开课。可通过

进一步建设该课程，加大游客对呼伦贝尔民族历史文

化的认识，以校本课程为主线，展示呼伦贝尔历史

文化以及巴尔虎、布里亚特等具有独特民族特色的人

群和部落。另外，新颖的推广手法可以采用线下线上

的互动形式，通过正式的网络平台、地域广播电视、

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平台等自媒体门径发布旅行推

介片和旅行图片，也能够去收藏和宣扬著名的旅行自

媒体人和旅行者自己拍摄的旅行录像，给旅行者带来

“身临其境”的吸引力。

（二）深度挖掘资源特色，创建特色品牌。在现

代化的进程中，力求有效地保护和传承优秀的民族传

统文化，并努力实现文化与生态、社会、经济的协调

和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模式。[7]长久的历史演变中，呼

伦贝尔地区的民族历史文化逐渐塑造，这是由于其独

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风情决定的，因而，各个区域都

拥有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资源的特质，不

仅表现在民俗风情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其精神文化

内涵上。例如，在敖包祭祀等传统节日中，游客不仅

可以观赏和参与，更能通过这些活动理解其背后深厚

的历史和文化根基。

（三）扶持高职中专院校，强化人才支撑。大力

扶持具有民族历史文化特色的高职中专专业，促进

地方旅游业的大力发展，这不仅提高全员素质，而

且能够有利于建立起食宿、娱乐为一体的产业链。

“十四五”规划正在不断推进和完善旅游业的建设发

展。现如今，历史文化与旅游业的混合发展已经超越

了以追求经济增益为主导的常规旅游方式，发展呼伦

贝尔特色旅游，要发展本地的历史与文化、生态环

境、当代产业、领导机构以及新兴市场等等，一同推

进了十九大中提出的乡村复兴策略。这个方法有效地

助长了少数民族的进步。“十四五”计划坚定了对新

的发展理念的执着，倡导以创新为驱动力，并加快了

服务业现代化的步伐，同时也完善了现代文化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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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等，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勾勒出了路线图。这报

含的方方面面，为历史文化和旅游产业的整合发展提

供了积极的引导和有力的支持。

简言之，在实现“双百年”目标的重要历史节点

上，旅游业作为呼伦贝尔市的主导第三产业，应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引领，坚定落实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念，充分发挥宏观经济管理的作用，

激发当地高等教育研究力量，引导地方高职院校提高

专业型人才培养力度，驱动呼伦贝尔地区的民族历史

文化与旅游业的紧密结合，保证其持续的积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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