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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贵州省旅游业的发展规模

近年来,贵州旅游业发展迅速,取得了一系列成绩.2019 年,贵州

省吸引了超过 1.2 亿名国内外游客,旅游总收入接近 1500 亿元.特别是在

"十三五"规划期间,旅游业成为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

一.2023 年,贵州省接待游客量达到 12.84 亿人次,与 2019 年相比同期增

长了约 1.5 亿人次.全年旅游总收入约为 1.46 万亿元,比 2019 年同期增加

了 2300 亿元左右,实现 18.69% 的增长.

二、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一)调查数据的来源

同时 2023 年 12 月 -2024 年 1 月,调研小组在对研究区域进行资料查

询的基础上,我们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网络电子问卷和纸质问卷实地调

研,向三个少数民族村寨群落发放 200 分问卷和 200 分访谈,共计发放访

谈问卷 600 份和调查问卷 600 份,以获取西江镇、肇兴镇、音寨乡的三个

不同的少数民族村寨群落进行调研,其中有效问卷与访谈提纲各 583 份,

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是 97.2% 和 97.2%.

(二)数据统计

根据调查的样本进行统计,从统计数据中可见中女性多于男性,年龄

段数据相对较多的是 60 岁以上人员,调研的人员以当地居民为主,学历普

遍较低,收入在 2000 元左右居多,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于旅游业与畜牧业.

(三)调查数据的分析

第一,旅游业改变了您及家人的?当地发展旅游业改变了家里的收入,

占据了约 61.9%,其次是改变了家

庭的生活方式,占了 57.82%,改变

了自身的生活条件占 55.1%,其他

都比较少.

第二,你认为你所在地目前发

展的产业?根据调研地方显示,被

调查者对旅游调研地旅游产业发

展最多的是种植业,占了 82.31%,

其次是林业占 52.72%、畜牧业

50.68%,旅游业占 37.76%.由此可

以看出调研地的旅游产业主要还是

原始的种植业、林业、畜牧业,而

旅游业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第三,你认为你所在地乡最适

合发展什么?大多数的被调研支持

当地发展种植业,其次是林业、畜

牧业,在被调查中认为当地适合发

展旅游业的 47.28%,由所上升.

第四,你认为所在地的产业发

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70.07% 的被

调查者认为农产品太少,没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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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贵州省旅游发展规模,采用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对所获得的调研数据进行多角度研
究.通过调研发现贵州省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在旅游产品宣传力度、生产销售、旅游产品的特色等方面发展存在不足,提出
要挖掘文化内涵,打造地域特色 IP,多渠道加大宣传力度,激发乡村旅游新业态,兼顾保护与发展,关注居民诉求等策
略,希望能够为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谏言献策,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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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68.37% 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

形成产业结构,成本太低,48.98%

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产品分布不均

匀,没有鲜明特色,27.89% 的被调

查者认为旅游产品雷同性高,没有

形成品牌.

第五,你对当地旅游产业的评

价?调查者认为在民族文化内涵、

产品特色、产品品牌、产品价格、

包装设计、产品材质、传统手工

艺、产品服务、产品外观等方面的

评价,最高是传统手工艺.

第六,你认为被调查地的旅游

发展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调

查者认为当地旅游的发展应该在当

地旅游产品宣传力度上、在生产销

售等方面、旅游产品的特色上应该

加强改进.

三、贵州省少数民族村寨旅游

发展策略

(一)挖掘文化内涵  打造主题

旅游产业

近年来,贵州省开始探索精

品文化旅游线路的打造,包括研学

人文游、文化体验游、红色文化游

等.红色文化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爱国精神、民族精神,加

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基

地.2023 年 6 月贵州省文化和旅游

厅发布的 30 条主题特色旅游线路

中涉及红色、生态、非遗、历史、

科普五大主题.贵州荔波县的荔波

大小七孔景区凭借"地球上最后一

颗绿宝石"的荣誉,打造出了贵州

省首批旅游的产业发展区域.如荔

波茂展当地的黎明关古战场、茂兰

红军烈士墓等;在茂兰的旅游路线

推荐中,将红色路线单独作为一条

路线,吸引了很多到茂兰进行夏令

营、红色教育的研学团队.发展少

数民族地区的红色文化,需要深入

挖掘史料,在保护革命历史文化遗

产的基础上进行管理和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红色旅游产业开展还需要提

升当地居民的历史文化修养,对党史国史要有深刻的认识,培养能讲好红

色故事的导游人才,能够借助互联网平台、将当地的资源系统性整合好,

设计好,对外宣传好,打造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与休闲旅游的融

合.将观光路线、沿途美食、住宿推荐、购物推荐、娱乐活动推荐融入到

精品文化旅游线路中来,构建特色主题旅游产业链 [1].

(二)打造地域特色 IP 做好品牌形象建设

通过发展旅游业,结合贵州地域特色打造地域特色 IP,树立品牌和增

强竞争力,避免商业化、舞台化.景区就在村寨里,随处可见挑着竹节的

寨民,炊烟袅袅的民居,饮食和芦笙舞、铜鼓舞、板凳舞等民族表演活动

都由当地的村民本色出演.少数民族村寨在开发旅游资源中,深挖民族历

史文化,将艺术品创作、培训、销售作为附加产业发展,让当地的留守妇

女、老人有事做,能就业,还能保护和发展好非遗文化.

另外,整合贵州省十二大特色农业优势产业,以"旅游 +农业"打造

具有地域特色 IP 的农产品,让农产品走出贵州,增强各地游客品牌印象,

又促进贵州的旅游发展.地域旅游资源协同文化、环境、特色产业打造品

牌景区,造温馨的游客服务中心,让游客有更多获得感;增加地区少数民

族文化体验.

(三)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受众认可度

建设智能数字化系统,打造 wifi 全覆盖,电子门票,智慧停车,安

全预警,疫情防控等方便游客的智能设备,提升游客体验满意度,也提

升景区的游客接纳能力,在旅游旺季保障安全和效率.一是举办各种旅

游活动吸引游客.利于节假日举办大型文旅活动,如"魅力新黔东南"

网络嘉年华活动、"多彩贵州"民族文化旅游节、"侗乡之旅·美丽贵

州"等活动,吸引游客前来参加,如"2019 多彩贵州文化旅游周"开幕

式暨大型歌舞《从千年走到万年》展演、2020 首届中国·凯里森林音乐

季·2019 凯里森林音乐会、黔东南州第七届汽车越野拉力赛暨 2020 首届

凯里国际山地汽车越野赛等.二是与各类平台合作,扩大知名度.在抖

音上开通了"黔东南乡村旅游"话题,邀请黔东南州的旅游达人上传和

推广相关视频;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建立账号,以美食、美景等内容为主

宣传黔东南州的乡村旅游;与大型旅行机构合作开展"黔东南州旅游资

源及产品推广活动";与腾讯、新浪、今日头条、优酷、爱奇艺等平台合

作开设"黔东南州旅游"频道;与抖音、快手、火山小视频等短视频平

台合作推广黔东南的乡村旅游.三是提升知名度.借助抖音这一新兴平台,

让更多人了解黔东南的乡村旅游,如抖音"最美乡村旅行家"之《侗乡之

旅》系列短视频中的"黎平""雷山""榕江"等地都是黔东南的代表性乡村

景点.

(四)激发乡村旅游新业态  推动产业深度融合

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需求的提高,健康管理成为人们非常重视的方面,

老年人对美好居住环境的渴望变为可以实现的需求,"旅游 +康养"概念

兴起,根据老年人出游的特点,调整交通路线、住宿环境、饮食搭配,将

原本对老年人不友好的旅游产业打造成长期服务的康养项目,不仅增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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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幸福感,也打破旅游业因季节原因区分经营"淡季""旺季"的常

态.贵州凯里从江县打造贵州侗乡生态康养公园,以养身、养心、养灵、

静思、静享等为主题,将少数民族文化与康养主题结合;贵州剑河温泉城,

贵州剑河仰阿莎温泉小镇,将苗族"苗疆圣水"的传说故事融入温泉景区

的打造,结合温泉养生概念,专门推出老年康养项目,老年人可以办理年

卡,季卡消费更优惠,增加旅游消费的次数 [2].

体育旅游业.贵州省内苗族、侗族、布依族等传承少数民族历史文化

中的如独竹漂、射弩、抛绣球、打铜鼓、跳竹杠、舞狮子等种类繁多的传

统体育项目.

贵州少数民族的手工技艺、饮食特产等小商品都是独具当地特色的.

(五)建设全省统一的信息平台  监测信息平台服务质量

打造专属于少数民族村寨项目的旅游信息共享平台,提供旅游相关

资源和游客信息数据.现有的旅游信息平台多数由旅游信息服务商提供,

整合国内外的旅游资源,其中以国家主流的 A类旅游景区为主,缺少对

地方少数民族旅游资源的深度挖掘.2020 年,基于疫情防控要求,贵州

省本土的信息平台开始运营并为公众使用,可以实现景区预约,购买门

票,查看攻略,购买农产品等功能,但总体而言,微信小程序的平台在

操作上和信息提供方面较之国内大型的旅游 APP 还有欠缺,页面信息不

能突出重点,搜索功能不够完善,很多旅游相关的信息缺乏.少数民族

村寨的旅游目的地没有单独列出来,在众多的 A类景区中吸引力不强.

专属少数民族村寨项目的旅游平台可以在吃、住、行、娱等信息上更多

关注民族村寨的文化特色;不仅提供相关酒店、景区、商场、餐饮、交

通路线的查询信息,也作为旅游目的地文化、特色产品的宣传途径.鼓

励游客进行旅行攻略、旅行美照、旅行日志的分享,以游客亲身体验的

信息吸引更多游客关注旅游目的地.民族村寨分布的地区大多公共交通

不能达到,只能依靠自驾,路线的规划建议尤其重要,整合旅游服务预

订、交通服务、景区服务、酒店服务等,带动旅游目的地沿途相关产业

发展.提供民族地区特产购买与邮寄服务,让电子商务彻底服务 贵州乡

村的产品推广,助力乡村振兴.平台能够通过获取的数据进行数据分析

来充分了解市场需求,掌握市场动态,灵活调整旅游产品的供给,完善

服务;通过分析游客的消费行为和兴趣方向,打造各产业品牌产品,进

行精准营销.平台通过收集和监测到的游客反馈的信息,比如,路线规

划,交通便捷,旅游配套服务产业的质量问题,便于协同平衡发展各产

业,真正实现以旅游产业为领头羊,带动区域其他产业更好更快发展的

目的 [3].

(六)关注居民诉求 兼顾保护

与发展

少数民族村寨的发展需要关注

当地村民的诉求.当地的居民不仅

是旅游目的地的经营者和受益者,

也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建设者.

应尊重当地的社会文化,挖掘特

色,瞄准当地居民生活条件的提高

和文化传承的保护,也需要向居民

开展文化宣传教育,提升居民的文

化素质和服务技能,使他们有动力

也有能力参与到景区的建设管理中

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农民的文化

自信心,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保护

自身文化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政府

或开发商要合理激发居民的参与动

力,通过减税免税、财政补贴等优

惠政策,使居民能够自主开发和管

理民宿、餐饮等旅游产品,实现家

门口就能"讨生活"的就业愿景.

四、结语

贵州省少数民族风情浓郁,民

族村寨高达 12000 余个,可谓"一

山不同族、十里不同俗"的文化奇

观.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

生活向往的追求,又为保护和发展

民族特色村寨与传统村落,需要积

极探索"民族特色村镇 +生态 +民

族文化 +旅游 +N"少数民族村寨

旅游发展新模式,坚持"一村一

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培育

以旅游 IP 为核心发展的新业态,利

用抖音等短视频宣传推广少数民族

村寨与传统村落,构建少数民族村

寨旅游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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