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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旅游业是综合性产业，覆盖一、二、三产业，关联度大，涉及面广，乘数效应十分明显，是

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国家重点培育的新兴战略性支柱产业。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旅

游业的综合性特征更加凸显，战略地位更加突出，是最能完整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产业之一，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和培育发展新动能的生力军。

旅游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重要向往之一，旅游业更是位居“五大幸福产业”之首，是建设

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旅游业发展与人民美好生活的新需求高度契合，提升旅游业发展水平是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好十九大精神的重要途径。

2017年2月7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

见》印发，提出要着力建设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推动我区从旅游资源大区向旅游经济强区

跨越，努力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赤峰是内蒙古旅游资源的富集区，区位优势极为明显。拥有世界独特性、差异性的旅游

资源，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厚重，自然旅游资源丰富多样，民族民俗文化绚丽多彩。全市有优良

的旅游资源109处，居12个盟市之首，有“自治区名片”和“内蒙古缩影”之称。

赤峰文化底蕴深厚，出现过红山文化、草原青铜文化、契丹辽文化、蒙元文化四大文化高

峰。赤峰是著名的红山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是红山文化标志性器物——“玉龙”的出土

地，被誉为中华龙的故乡。以夏家店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早期青铜文化，彰显赤峰地区在人类文

明第二个高峰期的重要地位。赤峰又是古代北方强族契丹的发祥地，契丹在此建国立都，这

里成为辽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赤峰是蒙古族的聚集地，7个旗的名称都源自不同的蒙

古部落，现在这里生活着95万蒙古族同胞，民族风情浓郁。

赤峰有“生物与地质多样性的天然博物馆”之称，山峰、奇石、大漠、响沙、森林、草原、

冰雪、温泉、河流、湖泊、石林、冰臼、珍稀动植物等一应俱全，拥有“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

园、赛罕乌拉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全球500佳环境奖、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等4张世界

名片。全市共有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处国家森林公园，8处水利风景区，居全国地级城市

之首。2013年赤峰市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2017年再获“国家园林城市”殊荣。

赤峰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旅游商品独具地方特色。有蒙古族工艺品、名优产品、巴林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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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青铜工艺品、仿辽瓷器、手工艺术挂毯、草原风味食品、山野菜、有机杂粮、纯天然饮品等

系列旅游商品。

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抓住旅游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全市旅游业持续稳步发展，游客

人数和旅游收入年均增长10%以上，2017年分别达1636万人次和262亿元。为深入贯彻落实国

家、自治区加快发展旅游业的决策部署，赤峰市第七次党代会确定了“全域布局、全景覆盖、

全业融合、全局联动”的全域旅游发展思路。2017年2月20日出台的《中共赤峰市委  赤峰市人

民政府关于推动旅游业跨越发展的意见》，提出了把旅游业培育成为赤峰新的支柱产业，把

赤峰市建设成为“中国旅游强市”和“世界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备战大众旅游和高铁时代，

力争到2020年，实现旅游人次超2500万，旅游收入超过500亿元。

适应大众旅游时代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的市场需求，深化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按照突出地域性、强调特色化的原则，围绕六大优质旅游资源，抓好核心景区建设，打造“草

原风光观光游、契丹辽文化体验游、大漠风光极限运动游、史前文化研学游、休闲度假游、近

郊乡村游”六大旅游王牌，加快实现赤峰旅游高质量发展。

旅游业是一项系统工程，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各种要素的协调发展，否则会

形成“短板效应”。赤峰旅游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需要培养优秀的

人才队伍，更需要树立良好的区域旅游形象，开展全方位、多渠道的广泛传播，让“全家去赤

峰，愉快又轻松”深入人心，提升赤峰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为全景展示赤峰旅游资源的丰富内涵，使更多的人认识赤峰、熟悉赤峰、向往赤峰，进而

走进赤峰，方便游客了解赤峰的旅游资源、旅游线路和旅游景区情况，提高导游人员的讲解

水平、业务能力和文明旅游等综合素质，赤峰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组织编写了《赤峰旅游博览》

《赤峰导游词精选》。内容既涵盖赤峰市情、自然生态、历史文化、民俗风情、文学艺术、故事

传说、风物特产等方面的知识，也包括赤峰旅游导游词、文明礼仪常识、导游讲解艺术、地陪

服务程序等实用性内容，堪称赤峰“旅游小百科”。相信此书的出版发行，会对赤峰旅游的发

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赤峰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2017年12月



神奇壮美赤峰

赤峰是一片美丽神奇的土地，是一个充满魅力、令人神往的地方。

赤峰是红山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华龙的故乡，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在这里升起，普照华

夏大地。

赤峰是古代北方强族群雄逐鹿的战场，是辽王朝的故都，神秘的契丹民族在这里崛起，

登上世界舞台。

赤峰是草原游牧民族的摇篮，是大元帝国的腹地，古老的游牧文明在这里活态传承，唱

响千年颂歌。

赤峰是距北京最近最美的内蒙古大草原，是北京的后花园，远离尘嚣的净土在这里留存，

带您返璞归真。

赤峰是生物与地质多样性的天然博物馆，是内蒙古的缩影，远古的洪荒石阵在这里瞬间

定格，令人叹为观止。

踏上美丽的赤峰大地，置身于碧草连天的大草原上，您会有一种立于天地之间的感觉，与

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畅快会令你神清气爽、心旷神怡。

面对雄伟嵯峨的地质奇观，您一定会为大自然造物主的鬼斧神工而惊叹不已，拍案叫

绝。

细细品读这里悠久的历史文化，您也一定会被历代先民所创造的多元文明所震撼，敬畏

之心油然升起。

来到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同胞中间，您更会被他们的热情好客所打动，被浓浓

的民俗风情所感染，被优美的民族艺术所陶醉，被充满草原气息的风味特产所吸引。

让我们一起走进赤峰，去亲眼目睹那宇宙洪荒的神奇之力，去领略那奇特瑰丽的草原风

光，去体验那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去感受那绿色纯净的清新世界，去探索那充满疑团的神

秘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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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市情概览

第一节　赤峰概况

一、人口政区

赤峰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蒙冀辽三省区交汇处，与河北承德、辽宁朝阳地区接

壤。地理坐标北纬41°17'10''~45°24'15''，东经116°21'07''~120°58'52''。东西最宽375公里，南

北最长457.5公里，总面积90021平方公里，现辖3区（红山区、松山区、元宝山区）、2县（宁城

县、林西县）、7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克什克腾旗、翁牛特旗、敖汉旗、喀

喇沁旗）。

赤峰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为多数，共有30个民族居住的地区。截至2015年，

全市户籍人口462.6万人，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人口大市，约占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的五分之

一。其中汉族348.9万人，占75.42％；蒙古族95.5万人，占20.64％；其他少数民族18.2万人，占

3.93％。全市人口最多的旗县是宁城县，全县人口总数61.6万人；第二是敖汉旗，全旗人口总

数60.9万人；人口最少的是巴林右旗，全旗人口总数18.4万人。全市城镇人口242.6万人，其中

中心城区人口101.2万人。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赤峰市常住人口为4341245人。在常住人口中，汉族

人口为3355733人，占77.30％；蒙古族人口为829824人，占19.11％；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为155688

人，占3.59％。

◆ 赤峰名称的由来

赤峰，红山之意，蒙古语“乌兰哈达”，得名于市区东北角的一座赭红色山峰——红山。赤

峰市原为昭乌达盟，“昭乌达”为蒙古语，汉译“百柳”之意。1983年10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

撤销昭乌达盟建制，建立赤峰市，实行市管县体制。

赤峰古称松州，谓之“平地松林”“千里松林”。清朝时，清政府参照满族八旗制，在蒙古

地区实行盟旗制。旗是蒙古地区基本的军事行政单位，由若干个旗再组成一个盟，定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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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三年）举行一次会盟，并且以会盟之地作为会盟的名称。据称昭乌达盟八部十一旗会盟

地点有一片柳树，因此称为昭乌达盟。当时的赤峰地区分属于昭乌达盟和卓索图盟。北部为

昭乌达盟，包括现在的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林西县、克什克腾旗、翁牛特

旗、敖汉旗等地；南部为卓索图盟，包括现在的喀喇沁旗、宁城县等地。旗设札萨克，负责

本旗的司法行政管理。盟设盟长、协理盟长，从各旗札萨克和闲散王公中推选，并报皇帝

任命。

◆ 赤峰市各旗县区名称的由来

阿鲁科尔沁旗

“阿鲁”是蒙古语，意为“岭北”；科尔沁，蒙古语意为“弓箭手”（源于成吉思汗胞弟哈布

图·哈萨尔率领的带弓箭的近卫军）。阿鲁科尔沁部的始祖系成吉思汗的十五世孙昆都伦岱

青。阿鲁科尔沁部，是蒙古科尔沁部西迁的一个分支部落，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归顺后金，

编为阿鲁科尔沁左、右二旗，清崇德元年（1636年）又并为一旗。

巴林左旗、巴林右旗   

“巴林”是蒙古语，意为“要塞”。巴林部的始祖是成吉思汗的十八世孙苏巴海，后金天

聪二年（1628年）苏巴海之子色特尔因反对林丹汗，率部归顺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划定巴

林部驻牧地于今该二旗境内，清顺治五年（1648年）在巴林牧地东、西两处分别设置巴林左翼

旗、巴林右翼旗。1969年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时，二旗分别更名为巴林左旗、巴林右旗；1979

年复归内蒙古，保留旗名至今。

克什克腾旗

“克什克腾”是蒙古语，意为“亲兵”“卫队”，源于成吉思汗所创设的近卫军的称号。克什

克腾部的始祖鄂齐博罗特是成吉思汗的十六世孙，达延汗巴图蒙克第六子。元代有察哈尔克

什克腾部落，又成为部落名。顺治九年（1652年）清政府将克什克腾部改设克什克腾旗。

翁牛特旗   

“翁牛特”是蒙古语，意为“诸王”，亦含“神圣”之意，原为蒙古部落名称，意为“诸王所

在之部”。翁牛特部的始祖巴彦岱洪古立是成吉思汗的二十世孙。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逊

杜棱、栋岱青率部归顺后金。清崇德元年（1636年）设翁牛特左、右二旗。

敖汉旗

“敖汉”是蒙古语，意为“长子”“老大”。敖汉部的始祖岱青杜棱是成吉思汗的十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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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率众至今敖汉旗境内驻牧，称敖汉部。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

归顺后金，清崇德三年（1638年）编部入旗，建敖汉旗，沿袭至今。

喀喇沁旗

“喀喇沁”是蒙古语，意为“守卫者”。喀喇沁部的始祖系成吉思汗的功臣者勒蔑。因游牧

于额尔沁河，故该部称喀喇沁。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分设喀喇沁左、右二旗。1949年喀喇

沁右翼旗改为喀喇沁旗。

林西县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在巴林垦务局基础上设置林西县。因县境在巴林右旗

之西，遂以“林西”这个简略词语作为县名。

宁城县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因喀喇沁右翼旗地大事繁，在原领地另辟喀喇沁中旗，现宁

城县大部属喀喇沁中旗管辖。1932年在此置县时，取本地上年设置的“大宁设置局”之“宁”

和其驻地“小城子”之“城”，合为“宁城”二字作为县名，沿用至今。

红山区

红山区以“红山”命名。清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建城，清政府在此设乌兰哈达理事

通判厅。后设通判厅（隶属承德府）。1778年改为赤峰县。1903年改为赤峰直隶州。1940年改

为翁牛特右旗，1945年分设赤峰市、赤峰县，以后市、县时分时合。1983年10月10日，撤销昭乌

达盟公署，设立地级赤峰市，原县级赤峰市改建置红山区。

松山区

“松山”之名始于辽代。辽开泰二年（1013年）置松山县，元中统三年（1262年）改松山州

为松州，领松山县，至元二年（1265年）松山县并入松州。后不断更迭。1958年10月撤县设市，

1962年9月市县分治，设赤峰县。1983年10月赤峰市实行市管县管理体制，改赤峰县为赤峰市

辖郊区。1993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郊区改名为松山区。

元宝山区

元宝山区取名于区内的“元宝山”。1940年，伪满洲国实行旗县合并，在赤峰建翁牛特右

旗，在平庄建喀喇沁右旗，元宝山区北部属翁牛特右旗，南部属喀喇沁右旗。1946年9月建立

建中县，建中县驻地平庄。1961年，平庄区辖于赤峰县。1983年10月10日，赤峰市实行市管县管

理体制，经国务院批准建立赤峰市元宝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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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制沿革

早在距今一万年前后，赤峰的先民率先进行了新石器革命，迎来了人类文明的曙光。

距今八千年前的兴隆洼文化时代，赤峰先民从事农耕、渔猎、采集、畜牧，开始了定居生

活，留下了规模宏大的聚落遗址，被学术界称为“华夏第一村”。

距今七千年前后的赵宝沟文化时代，赤峰先民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崇龙尚凤，创造了独

树一帜的新石器文化。

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时代，赤峰成为中华古代文明的诞生地，象征这一时代辉煌

的是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的大型玉雕龙，它是中华大地最早的龙形器物，被誉为“中华第

一龙”。

距今四千五百年前的小河沿文化时代，赤峰先民开始用文字记事，告别蒙昧，走向文明。

距今四千三百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赤峰地区进入青铜器时代，奴隶制王国形成

了，其标志是赤峰境内大大小小的几百座城堡。

晚商到战国，是考古学上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活动于赤峰的主要是东胡系民族。战

国后期，燕在边境构筑的燕北长城，从赤峰南部穿过。赤峰南部为燕之右北平郡，治所在宁

城黑城。

秦并六国，迄于隋唐。隋唐时设饶乐都督府和松漠都督府。

辽代，今赤峰市全境属上京临潢府和中京大定府。上京是辽王朝的首都，中京是最大的

陪都。

金代，地方行政区域设置为路、府、州、县，今赤峰市全境属北京路。

元代，今赤峰市属中书省的上都路，辽阳行省的大宁路、全宁路和应昌路。

明代，在边疆地区设置都司、卫所和属部进行控制。今赤峰市地区的设置大体以永乐

（1403—1424年）初年为线，分两个时期。前期属大宁都司，后期属奴儿干都司所辖的兀良哈

三卫。

清代，今赤峰市大部属昭乌达盟，部分属卓索图盟。

民国前期，今赤峰市全境先后属于1914年设置的热河特别区和1928年由特别区改建的热

河省。截至1932年，今赤峰市境内县级行政建制有巴林左、巴林右，敖汉左、敖汉右、敖汉南，

克什克腾，阿鲁科尔沁，翁牛特左翼、翁牛特右翼九旗；赤峰、经棚、林西、林东四县和宁城、

天山设治局，县级单位共15个。

1933年日军侵占了热河省全境和内蒙古东部地区，整个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自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到1949年10月1日，今赤峰市南部分别属于热辽行政公署

设置的热中专区、二十二专区和热辽专区；北部先属东蒙古自治政府设置的昭乌达省和热北专

区，后属昭乌达盟。统属1945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热河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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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1955年12月31日，今赤峰市北部为内蒙古自治区

昭乌达盟，辖阿鲁科尔沁、巴林左、巴林右、克什克腾四旗和林西县；南部敖汉、喀喇沁、翁牛

特三旗和宁城、赤峰、乌丹三县及赤峰市属热河省。

1956年1月1日热河省撤销，其所辖敖汉、喀喇沁、翁牛特三旗，宁城、赤峰、乌丹三县划入

昭乌达盟，昭乌达盟人民委员会由林东迁驻赤峰。

1969年7月5日，昭乌达盟从内蒙古自治区划归辽宁省。

1979年7月1日，昭乌达盟由辽宁省划回内蒙古自治区。

1983年10月9日前，今赤峰市全境称昭乌达盟，辖阿鲁科尔沁、巴林左、巴林右、克什克

腾、翁牛特、喀喇沁、敖汉七旗，林西、宁城、赤峰三县和赤峰市，县级单位共11个。

1983年10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昭乌达盟行政公署建制，建立赤峰市，实行市管县

体制，其所辖地域与原昭乌达盟所辖地域相同。新建立的赤峰市设三区，管辖七旗二县，即红

山区、郊区（今松山区）、元宝山区、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克什克腾旗、翁牛

特旗、喀喇沁旗、敖汉旗、林西县、宁城县。

三、城市形象

◆ 赤峰市获得的各项荣誉称号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

赤峰市分别于1992年3月、1997年和2001年三次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单

位”。

全国双拥模范城

1993年1月10日，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授予赤峰市“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至2016年，

赤峰市已连续八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

全国绿化先进市  

1991年3月12日，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人事部、国家林业部授予赤峰市“全国绿化先进

市”称号，并颁发奖状。

国家卫生城市

1995年9月，全国爱卫会正式授予赤峰市“全国卫生城市”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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