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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品味和精神享受,旅游业响应当下的市场需求蓬勃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民族村寨乡村旅游

业异军突起,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民族村寨拥有良好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良好的民族风情,具有发展乡村旅游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基

于此,文章就贵州民族村寨乡村旅游的发展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 乡村振兴；贵州民族村寨；乡村旅游 

 

贵州作为多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在发展以民族村落为基础的乡村

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但加入没有好好利用仅有的资源优势是不

能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也无法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在

资源、环境等方面万事俱备的前提下,借助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东风,

进一步将民族村落以发展乡村旅游的形式实现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 

1 乡村旅游的界定 

国内关于乡村旅游概念的界定 早始于1992年,刊载于《旅游学刊》

的有关文本上,主要阐述了乡村旅游的概念、功能、特性和开发价值等内

容。目前,诸多学者由浅入深地展开了对乡村旅游概念的研究,但研究视角

不同,并未形成新的统一公认的乡村旅游概念。本文乡村旅游可以界定为

城市的人们来到农村与大自然零距离接触,以乡村独特的田园风光、生活

风情和生产形态为载体,以农村自然生态环境、农业文化景观以及农民传

统民俗为资源,让都市的人们享受乡村美景、体验农家生活、品赏农家美

食的旅游活动。 

2 贵州省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 

2.1资源优势 

贵州省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优势,在长久

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贵州省民族村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至今仍比较完

整地保留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基因,以其多样的文化形式记载着当地少数民

族的历史文明,直接反映着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状况以及少数民族人民的

生产生活状况。 

2.2区位优势 

贵州省是少数民族聚居地,56个少数民族中拥有49个,而且拥有17个

世居少数民族,拥有淳朴的民风,浓厚的乡土气息,是很多自驾游游客的心

仪旅游目的地。 

2.3交通优势 

贵州交通发展迅速,县县通高速,且贵州高铁时代已到来,使贵州省民

族村寨乡村旅游的发展有更强的可达性。 

3 贵州民族村寨乡村旅游发展对策 

3.1精准定位,把握发展方向 

在发展民族村寨乡村旅游时,首先应做到对旅游品牌的准确定位。由

于国内乡村旅游呈现严重的品牌同质化,因此在进行旅游项目建设时,一

定要进行充分调研,结合当地地理环境、风土人情、民俗文化等特点综合

分析,进行准确定位,规划创建符合当地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深挖民族村

寨文化内涵,开发特色旅游项目,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开发特色旅游

项目,提高旅游者停留时间,只有突出乡村特色,才能避免与同类型的民族

村寨产生同质化现象,才能给旅游者更好的体验感。 

3.2制定民族文化保护与乡村旅游开发的整体规划 

贵州民族村寨民族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唯有充分挖掘民族文化价值,

不断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才能有效保护原生态民族文化。因此,做好旅游资

源开发整体规划,坚持在保护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民族村寨乡村旅

游, 终才能使贵州民族村寨民族文化资源发挥 大的社会和经济效应,

这不仅对于贵州民族村寨乡村旅游的发展和民族文化产业的发有着极大

的助推作用,而且对民族村寨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此外,还将对贵州民族村寨的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影响作用。 

3.3增加和培育民族特色产业,促进民族村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拥有自身独特的民族产业,但这些产业缺乏培育,没有

完整的管理方法和系统的生产设备。保护民族特色产业的方式有很多,例

如通过打造农副产品加工基地、特色种养业基地,更好地发展村寨农业,

此外充分利用民族文化和自然环境优势,积极开展民族文化旅游、健康养

生旅游和休闲观光旅游,让当地的村寨居民实现增收致富,安居乐业,同时

实现民族村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3.4合理地组织与经营民族村寨乡村旅游的发展 

民族村寨的旅游需要更好地协调政府、旅游企业和社区三者之间相互

的关系,民族村寨的旅游在借助旅游公司的外部力量的同时也要整合内部

力量,外部力量的拖动加上内部力量的强大,乡村旅游才能发展得更好。在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需要积极推进乡村旅游健康发展,尽快制定乡村旅

游行业管理标准和协调机制,明确企业、政府和社区在民族村寨乡村旅游

发展中的责任和管理边界。 

3.5强化地域特色,走独具一格的民族村寨发展之路 

由于不同民族聚居在不同的地方,因此民族文化具有区域性,通过保护

民族村寨,在民族聚居的地方打造一处民族村寨部落,突显地域特色,将独

具一格的民族村寨纳入美丽乡村的建设中,着重宣传民族文化, 终将民族

村寨打造成为地理标志,使人们提起这个地方就想起当地的民族文化。 

4 结语 

综上所述,发展乡村旅游是进行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阶段,也是进行魅

力中国建设的重要目标。而民族村落的乡村旅游,只要守住乡土魂,构建和谐

体,展现乡村美,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民族村寨的乡村旅游会发展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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