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誉 罄 ： 

髓 嗣匿曩霸 — 罅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 

总人口的37．8％，有苗、布、侗等l7个世居少数民族；有3个 

自治州，11个自治县及252个民族乡，民族自治地方面约占 

全省总面积的55％，民族自治地方资源丰富，民族风情浓郁 

古朴，民俗节日多姿多彩，是我省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战场。 

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加快乡村旅游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思考。 

一

、从理念上提升，寻求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新农村建设，应该坚持：“政府主导、行业主管、企业主 

体、农民参与、农商双赢、社会进步、持续发展”的战略格局。 

政府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招商引资力度，规范管理力度突 

出重点，突出特色，旅游企业进行整体包装，吸引农民参与， 

以农业旅游区和农业旅游示范点，休闲村庄，农家乐，民族 

风情为亮点，使农民真正吃上旅游饭。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 

点。我省作为最早实施乡村旅游扶贫战略的省份之一，在开 

展乡村旅游中已打好了良好的基础。已建成一批全国农业 

旅游示范点及民族村寨旅游点l30余个。作为率先提出“乡 

村旅游”概念并有着丰富乡村旅游资源的贵州来说，处处是 

景，处处是城里人的乐园。何为乡村旅游?本人认为应有四 

个内涵：一是地域是农村；二是政府主导，有投资者参办下， 

农民直接参与的经营活动；三是以风情、景观为依托；四是 

以营利为目的，赚取城市、城镇人的钱的一种新的旅游产 

品。因此，乡村旅游是以农村地域，乡村风情为吸引游客休 

闲、观光及学习、体验的旅游活动。一定要让农民在保护自 

己文化的游游发展中致富。2006年2月，由贵州省旅游局和 

安顺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06贵州乡村游”启动仪式在 

平坝县天龙镇天龙屯堡拉开帷幕。针对旅游者的不同要求， 

从2006年1月至l2月，安排35条乡村旅游精口线路，几乎每 

个月都有不同的主题活动。受到了省内外消费者的亲睐。各 

旅游企业正待进行促销推介中，有待于在政府的领导下，推 

出成效，实现农村新的增长点，推动乡村旅游更快更好发 

展。 

二、从思想上到位，充分发掘民族民间文化的亮点。 

一 是注重民族风情的弘扬，我省以确定的10个民族节 

日文化与旅游的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省37项的申报成 

功。20个乡村旅游示范点的规划，为我省乡村旅游注入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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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民族地区主要民族“一节一游”正待形成时 

尚。2006年内将有新的突破。有待于加强宣传、推 

介手段，闪现贵州民族节日的特点。 

二是注重对民族文化的挖掘，才能激活民族 

文化品牌。原生态艺术文化是原汁原味流传在民 

间的最原始，最优秀的艺术文化，它来自穷乡僻 

壤、古寨村落，有着潜在的商业价值和文化市场。 

著名舞蹈家杨丽萍执导的大型原生态歌舞剧 《云 

南印象》；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印象刘三姐》以 

及正待出台的《印象丽江》，著名贵州籍编剧丁伟 

编导的《多彩贵州风》以及黔南自治州平塘县演出 

的玉水不夜天等等，都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舞 

美底蕴。受到游客的热烈追棒，创造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真正找到了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的市场运 

作和有机结合，极具震撼力。近期我省正在进行的 

旅游形象大使选拨，也正是“多彩贵州”文化的延 

续。深得旅游企业大力营销。已成功实现多赢。 

三是古镇古村的开发利用，传承了历史文化 

的旅游价值。我省镇远古城的开发，如花溪镇山村 

的开放；安顺天龙屯堡的包装成功，以及青岩古镇 

旅游效应的打造，使新农村建设看到了成功的希 

望，有力地推动了新农村建设，各旅游企业一定要 

象推销古镇一样推介和支持新农村旅游线路，形 

成促销合力。 

四是农家乐、新型农庄、度假休闲村的兴办， 

成为了乡村旅游特色和亮点。我省农家乐已遍及 

全省各地，仅贵阳遵义周围就有很多初具规模、设 

施完善，服务到位的“农家乐”庭园，如：遵义市的 

“四在农家”内容丰富，这些项目的普及为城市需 

求及农民增收找到了结合点。而近年省内兴建的 

如龙里县的生态锦饰园、永兴山庄度假村、龙里龙 

架山森林度假村等，休闲游的兴办，提高了贵州乡 

村游的档次，实现了休闲娱乐的多样化。 

三、从观念上行动。引导城镇游客实现消费兴 

奋点。 

科学规划，整合资源，满足消费者需求。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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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风情，人文景观，文物古迹，古风民俗列入乡村 

旅游，使其村中有景、景中有村自成一体(如兴义万 

峰林)，拉动城镇游客到乡村体验休闲、体验农家全 

新生活方式。 

加强营销推介，打响乡村品牌，组织乡村游定 

点考察踩线，扩大消费规模。均要政府有关部门来 

牵头落实。 

加强引导和政策激励，鼓励农民积极投资乡 

村旅游项目建设如花溪古堡驿站建成)。真正起到 

开发一个景，带动一帮人，开发一条线致富一大片 

的效果。 

四、从方法上创新。找准新农村建设的结合 

点。 

巩固以绿色风光和田园风光为主题的观光型 

乡村游。如我省山水风光，花季鸟语、水塘电站等 

优势，都为观光型旅游提供了舞台。 

以农庄旅游、农村旅游为主题的乡村旅游要 

倾力打造，形成影响。制作品牌。如：电视剧《刘老 

根》、《乔家大院》的播出，带来了巨大的乡村经济 

效益。我省能否借此打造名村、名院。 

以乡村民族文化及民族风情为主的民族游。 

随着《多彩贵州风》的成功销售，将显现出较大的 

潜力。我省凯里的郎德苗寨、南花苗寨、巴拉河村 

寨，西江千户苗寨，贵定的音寨“金海雷山”节的推 

介；兴义的贞丰布依寨、六盘水的长角苗寨博物 

馆，石阡仡佬族“敬雀节”都具备了推出的条件。只 

要精心安排，持之以恒的打造、推介，将会带来巨 

大的效益。 

以休闲疗养，健身为主的健家型乡村游，正待 

全力打造。总之，乡村旅游要因地制宜，结合地方 

实情，突出地方特色。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乡风文明，村寨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 

村要求，高标准地建设，不定指标，不互攀比而有 

条不紊地进行。成熟一个，建设一个，推成一个。通 

过探索“政府+旅行社+农户”的有效模式实现新农 

村建设和乡村旅游的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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