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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成功典范：贵州西江展现原生态文化魅力 

作者： 来源：中国经济网 添加日期：10年08月25日 

  近几年，贵州西江不断地探索和发展旅游业，打造知名的乡村旅游地，向世人展示乡村旅游的

独特魅力。 

  乡村旅游的成功典范 

  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有5600多人，1250多户，是全国最大的苗寨，被誉为“苗族民族文化艺术

馆”。2002年，鉴于西江丰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和其在雷山旅游业中的地位，雷山县委、县政府决定

开发西江乡村旅游品牌。如今的西江千户苗寨再也不是几十年前的小村寨，每天吸引大批国内外游

客，苗寨人生活富裕起来。 

  据统计，2009年雷山县西江景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63.7万人次，旅游收入达1.4亿元，财政税收

达3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上年的1600元上升到去年的3800元。 

  西江景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长期以来的强力推介和品牌的提升，促进了该地区各项工作的

全面发展，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同时，饮食、住宿等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现在西江“苗家乐”接待

户已发展到138户，宾馆客栈发展到8个，餐饮店发展到18家，民族工艺品店发展到75家。今年西江

景区的农家乐、宾馆、酒店入住率均超过往年，实现了淡季不淡的良好态势。 

  一业兴带来百业旺，西江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雷山县及周边县市第三产业的发展，据统计，凯

里市宾馆酒店借助西江旅游业的发展入住率提高了30%。雷公山、郎地等景区旅游产业也随之升

温，带动了开觉卧龙坪原生态旅游观光风景区的开发和麻料银饰品加工等民族工艺品加工业的发

展。 

  西江乡村旅游产业体系的初步形成，在促进县域经济全面发展的同时，又给予了新农村建设的

产业支撑，使农村资源升值，农业产品增值，农民收入增加。 

  原生文化是生存之本 

  文化的原生性是西江旅游的生存之本。近年来，在保护西江厚重的民风民俗、苗族歌舞、农耕

文化等原生文化的同时，西江对完善配套设施而新建的工程项目都追求其原生性与景区的协调，与

苗族文化融为一体。 

  西江开发之初就按城镇来建设，按古村落来打造，深得当地群众、专家、游客的认同。对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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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黔东南州委书记廖少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西江旅游是把原生文化的传

承与保护放在第一位，我们会尽最大的力量保护原生文化，一切旅游开发都会在保护的前提下进

行。” 

  去年，西江苗寨打造一台苗族歌舞节目。少数人想让表演更好看，提出将苗族演员服饰添加一

些现代元素。但被廖少华制止了。廖少华告诉记者，保护西江厚重的民风民俗、苗族歌舞、农耕文

化和古老的吊脚楼等原生文化，是西江旅游生存之本。 

  廖少华还告诉记者，黔东南州的课间操与全国的都不同，孩子们的课间操内容增加了苗族舞

蹈。目前黔东南州已经让苗、侗文化进入课堂，很多人开始重拾苗、侗文化。凯里学院从2006年开

办文化传承班，以此培养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保护原生文化。 

  据悉，雷山县已出台《西江千户苗寨民族文化保护评级奖励办法》，对保护原生文化的老百姓

进行奖励。仅2009年，县政府就拿出150万元奖励资金，较好实现了民族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共

同发展。 

  农民尝到发展旅游的甜头 

  走进西江，你会发现，歌舞表演的是农民、餐饮服务的是农民、景点接待也是农民。当地老百

姓成为西江景区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推动者。 

  西江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不仅让久居城市的人们感受了大自然、原生态的魅力，也让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农民尝到了实惠和甜头，西江加入乡村旅游的农户和返乡创业人员越来越多，通过旅游脱

贫致富的村民不断增加，并涌现出一批成功创业的典型。 

  贵州省高级工艺师、“黔东南名匠”顾永冲曾经在省内外走村串巷从事银饰加工。随着雷山旅

游业的发展，顾永冲2007年8月回雷山注册了雷山县民族银饰制作有限公司进行银饰加工，并在西

江和雷山开了两家店，每年纯收入达30万元以上。 

  李珍早年外出打工，西江旅游的发展使他看到了商机，回到家乡贷款30多万元投资开办了“阿

浓苗家”农家乐，至2009年底，农家乐经营纯收入达100余万元，日最高收入达到1.1万元，成为农

民致富带头人。 

  在发展西江旅游业的过程中，农民逐渐改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生活方式，退耕还林还

草，房前屋后栽种花草。村民们告诉记者，以前觉得自己的文化落后，向往城市的高楼大厦、车水

马龙，现在他们知道原生态文化、青山绿水也是“真金白银”，这是繁华的城市所没有的。 

  黔东南州州长李飞跃告诉记者，通过近几年的发展，西江人均收入翻了三倍，他们为民族智慧

和文化而自豪，并享受原生态旅游带来的财富。在西江，不论是小孩子还是中青年人，都积极投入

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学习之中。“保护村落文化景观，保持其历史的真实性，实现村落的可持续保

护与发展，并不排斥合理的内部更新。要让居民都了解自己村镇的价值，同时一定要解决居民的实

际困难，使当地居民从保护中受益。这样才可以使大家自觉地为保护自己的家园做出贡献。只有本

地居民的积极参与，保护才能持久，才能取得最好的保护效果。” 

  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中国乡村旅游“飞燕奖”最佳民俗文化奖、最佳景观村落、“多彩贵

州”10大品牌和百强品牌……伴随西江旅游强劲的发展势头，荣誉也纷至沓来，千户苗寨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也逐年提高。西江客源市场也不断扩大，客源地由原来的9个省份扩大到31个省份；游客

结构也逐步优化，贵州省内游客比例由82%下降为52%，省外游客由15%上升至40%，入境游客由

3%上升到8%；签约旅行社达59家，去年到西江的旅游团队共4429个。 

  目前，厦蓉高速公路、贵广高速铁路正在加快建设，黔东南州正在成为贵州省连接珠三角的桥

头堡。交通瓶颈打破后，西江的旅游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当地政府部门正极力打造“天下西江”，

努力将西江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乡村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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