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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市团结镇是云南省首家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 位于

昆明市西郊, 东接昆明主城 , 南接4A 级国家风景区西山龙

门, 西接螳螂江, 北靠卧云山 , 与富民县、禄丰县、安宁市、五

华区接壤, 镇政府驻地距昆明主城中心区17 km, 居住着彝、

白、苗、汉等4 个民族 , 总人口3 万余人, 其中少数民族人数

占总人口的71 .21 % , 具有旅游资源特色明显、“农家乐”经营

模式新颖、旅游资源组合佳、旅游资源原生态性强等特点。

2006 年 , 全镇经济总收入10 .46 亿元, 总体财政收入3 292 万

元, 乡镇企业营业总收入9 .31 亿元, 农业经济总收入1 .15 亿

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3 648 元。团结镇地势北高南低, 有高原

山地、河谷山地、山间小盆地等多种地貌, 地形起伏明显、盆

岭相间、山脉交错, 平均海拔2 195 m, 年平均气温13 .2 ℃ , 森

林覆盖率为74 .44 % 。辖区内山高箐深, 森林茂密 , 立体气候

明显, 矿产和生物资源极其丰富, 享有“金砂林海”的美称, 民

族风情浓郁, 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建制镇。

1  昆明市团结镇少数民族产业的乡村生态旅游现状

团结镇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 重点发展民风、民俗、民

居乡村生态旅游。目前全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己形成了较

大面积的水果、玉米、干果、无公害蔬菜、油葵、朝鲜蓟、竹子、

野生蔬菜、菜用型玉米等 , 并建立了绿色经济示范园 , 逐步完

善对农产品的初、深加工 , 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 以发展团结

镇的特色经济。在农村生态旅游发展基础上, 已发展了农业

生态民居旅游“农家乐”, 并开发了一批与之相配套的旅游项

目、景区、景点, 如欢喜滑草场、豹子箐生态旅游区、桂皇阁原

始森林旅游区、清龙潭果园休闲度假区、霞龙潭休闲度假区、

卧云山旅游开发区、金堂春农家乐、陡咀大叠水休闲公园、团

结药膳馆等。“农家乐”从单一的食、宿、购向行、游、娱延伸 ,

结合实际连年举办以“生态、民族、旅游、发展”为主题的火把

节、苹果节等大型活动, 不断创新 , 推出了采摘游、民居游、登

山游、节庆游等旅游项目 , 目前全镇有集体与个体“农家乐”

160 多户, 床位1 700 多个。“农家乐”自创办以来 , 全镇共接

待游客230 万人次, 营业总收入1 .15 亿元。此外 , 团结镇现

具有2 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即世界最长的1 .9 km 的山地速滑

草场和42 t 的大石磨。“农家乐”旅游已成为团结人致富的

特色农村经济品牌, 成为了团结镇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团结

镇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开发的旅游产品类型大体可分为观光

旅游产品、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商务旅游产品、节庆旅游产

品、生态旅游产品、体验式旅游产品等。

2  昆明市团结镇少数民族产业体验式开发的优势

2 .1 旅游资源特色明显  从黑林铺顺着柏油马路, 有筇竹

寺、郊野公园、棋盘山森林公园、欢喜滑草场、霞龙潭、万亩果

园、大石磨、豹子箐、桂皇阁、白族休闲园、彝族民居旅游等场

所, 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封闭的人文环境成为团结镇少数民

族地区旅游资源的优势, 团结镇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具有

较高的开发价值, 具体表现在旅游资源的丰富性、原始性、独

特性和地域分布差异性。

2 .2 “农家乐”经营模式优势凸显  作为昆明市唯一被国家

旅游局评为全国首批的农业示范点, 团结镇一直以来以发展

“农家乐”乡村旅游为主要经营模式。随着消费者对乡村旅

游需求的不断提高, 以及其他地区“农家乐”旅游产品的大量

涌现, 团结镇的“农家乐”品牌面临着巨大挑战, 为把团结镇

打造成统一、规范、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乡村旅游基地 , 团结镇

将“农家乐”经营模式创新为“企业+ 农户”、“政府+ 公司+

农村旅游协会+ 旅行社”及“股份制”3 种模式 , 因地制宜的经

营模式为团结镇乡村旅游带来无限生机。

2 .3  旅游资源组合极佳  团结镇少数民族农村生态旅游是

以乡村景观与旅游景点组合的互补型旅游开发模式。自然

景观与民族风情的融合, 避免了自然景观的单一性与同质

性, 该镇地域分布具有集中性和多样性特征, 多样的自然景

观、气候类型以及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地域上的组合, 形

成文旅相融、文商互动、文体相兼的山水文化园林旅游资

源区。

2 .4  旅游资源原生态性强 团结镇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

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较小 , 自然环境质量较高, 当地民俗民风

古朴, 具备发展以回归自然为主题的生态旅游、探险旅游和

休闲度假旅游的良好资源基础。团结镇注重区域文化内涵

的深度开发 , 挖掘不同区域场所和潜在的文化特色, 无论在

自然风光、文物古迹、民族风情等传统观光旅游资源方面,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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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生态、探险等特种或专项旅游资源方面, 蕴藏量均足以

供给长期开发。

3  昆明市团结镇少数民族产业体验式开发问题分析

3 .1  特色产品开发不足  团结镇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品在

深度、广度和立体开发上仍存在不足。如团结镇万寿菊景观

旅游的开发, 目前尚存在种植面积较小、花期较短等现象。

3 .2  旅游产品知名度不高 由于开发的旅游产品知名度较

低, 尚未吸引更多的游客。如团结镇早熟苹果闻名遐迩, 但

对旅游产品的宣传力度仍不够, 如早熟梨、丰水梨的知名度

不高。

3 .3 市场拓展力度不够  该镇在民族产业体验式开发中 ,

市场拓展力度不够, 主要表现为广告投入数量少、未走大联

合促销之路、促销方式单一、缺乏营销渠道多样性等。

3 .4 整体管理水平不高  部分旅游项目低水平重复开发 ,

资源过度开发; 区域间合作开发、发展意识薄弱; 旅游景区和

旅游企业在市场促销、管理手段、管理方法和服务质量等方

面发展水平较低。

3 .5  资源总体开发深度不够 团结镇部分地区旅游设施建

设较差, 景区建设覆盖面积较大, 旅游路线长, 景区开发较

差, 服务设施不配套, 景观资源开发较单一, 缺乏系统性和整

体性。

3 .6 环境保护意识不强  在开发过程中, 资源保护意识较

差, 仍存在破坏旅游资源现象, 人为性破坏和建设性破坏现

象严重。如团结镇的采石采砂在受短期经济利益驱使的条

件下, 乱开乱采现象将导致水土流失、生态恶化、经济发展动

力衰竭等一系列问题。

3 .7 融资渠道单一  团结镇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开

发, 资金来源不稳定、资金渠道单一、资金不足, 使得一些较

占优势的旅游项目因资金问题而搁浅, 开发速度远不能与游

客的需求相适应。

4  昆明市团结镇少数民族产业体验式开发策略

4 .1  树立体验式旅游开发目标  体验式旅游开发应强调个

性化、差异化、主题化、需求导向化、感知参与化、稀缺化。团

结镇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侧重于山水景观观光型旅游开

发, 根据团结镇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特色, 应将团结镇少数

民族地区建设成为融生态农业、科考探险、体验教育、游憩度

假为一体的综合体验型旅游区。同时, 加大对民俗旅游产品

的体验式开发, 吸引游客参与, 通过刺激游客消费获取体验

高经济附加值。体验式旅游开发的设计方向是使游客在差

异化体验与活动中追求身心享受 , 获得难以忘怀的经历和回

忆, 在提供体验机会和情感性消费中获得长期的发展机会和

持续的经济效益。

4 .2 合理定位目标客源市场、打造新型精品旅游文化镇  

实施团结镇少数民族地区体验式旅游开发, 应针对目标客源

市场进行合理定位。紧紧抓住以昆明为中心的城市客源市

场, 但随着人们对观光旅游热情的下降 , 目前难以稳定常客 ,

因此团结镇少数民族地区应迎合该变化趋势进行体验式旅

游开发, 力争挖掘以娱乐、购物、度假及商务等为主的高层次

旅游需求。将“团结镇旅游文化镇”建设分为主城、副城、农

业观光区、民族村落、健康养老区5 大部分, 建造以云南26 个

少数民族为载体的民族村落, 为游客提供少数民族特色饮

食、娱乐、居住、民俗文化体验等项目, 将现有的团结镇打造

成现代化的卫星城镇, 集旅游、民俗文化、影视拍摄等为一体

的新型旅游小镇。

4 .3  推动旅游产品体验化设计  团结镇少数民族地区应推

动设计体验型旅游产品 , 重点开发农业生态游、科学考察与

探险游、自然人文景观游、度假保健游等旅游产品模式。

4 .3.1 农业生态体验游。未来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是

农业向旅游业发展, 以作物布局艺术、自然景色、呼吸新鲜空

气、参与农业劳动等项目, 实现农业与旅游业的有机结合与

增值。团结镇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生态旅游应围绕着由游

客直接参与的乡村旅游、农作物区旅游等一系列模式展开。

4 .3.2 科学考察与探险游。团结镇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园、

自然保护区为有关自然环境特征、生物、地球历史等科学研

究提供了天然实验室, 以科学工作者、大中专学生及其他较

高文化层次的游人为对象开展科考游。另外, 团结镇少数民

族地区海拔1 600 m 以上山峰较多, 其纵深处野趣十足 , 是开

展探险旅游有利的天然场所。

4 .3 .3  水源保护地体验游。团结镇作为昆明市自卫村水库

水源保护地之一, 景色奇特, 青山拥抱 , 自然与人文景观天然

融合, 是一般类型的旅游项目所不及的。随着昆明旅游需求

日趋多样化 , 应努力发展集度假、休闲、娱乐、运动于一体的

度假型旅游模式, 团结镇少数民族地区应重点开发水源保护

地等多种体验式项目。

4 .3.4 度假保健游。团结镇少数民族地区具有优美的自然

景观、幽静的森林环境、清洁的饮用水源、新鲜的空气、宜人

的气候条件和地貌条件, 为人们避暑、游憩、疗养、休闲、度假

提供了理想的场所。森林为团结镇少数民族地区构置了绿

色无污染的环境, 可使游客尽情享受回归大自然、拥抱大自

然的乐趣, 因此, 该镇发展度假休闲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4 .3.5 瓜果采摘体验游。采摘游的核心吸引力在于游客的

体验参与 , 使游客随时都可以体验到丰收的喜悦。游客在旅

游观赏过程中首先获得审美体验, 通过旅游实现精神愉悦 ,

使身心在宁静和谐的环境中得以放松与净化。团结镇通过

全面实施优果工程, 举办苹果节 , 使游客与田园风光、农业生

产亲密接触 , 成功地将“团结红富士”品牌引申为“体验在团

结”品牌, 营造了旅游的又一个新亮点, 实现农业经济与旅游

经济双赢效益。

4 .4 推广“新农村典范”的新旅游形象  团结镇应加大观光

休闲农业、特色精品农业、绿色生态农业的现代化农业产业

发展模式 , 塑造体验和谐新农村典范的新旅游形象。利用优

美的田园风光, 充满野趣的田野景色打造“假日田园”形象 ;

利用山峰气势雄浑、郁郁苍苍、鸟语花香的资源优势打造优

美的“山上乐园”形象; 利用深幽的自然保护区及其繁华的珍

稀动植物品种打造“生态大观园”形象。

4 .5  加强团结镇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综合开发力度 坚

持发展集约化、管理规范化、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农

家乐”旅游产品, 加强产品特色化、建设生态化、产业延伸化、

管理规范化、人员专业化的建设, 在发展“特色农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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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风情文化旅游产品的打造, 应努力将其打造成为特色品

牌, 特色是村寨旅游发展的魅力所在。

4 .2 村寨休闲生活旅游产品开发  打造民族村寨景观, 游

客既可观赏村落景观 , 又能体验民族风情。黔东南民族村寨

应加强对饮食文化的挖掘, 打造自己独特的品牌, 如苗族、侗

族人民在长期生活中, 创造了可口佳肴系列, 但是人们的观

念长期未得到转变 , 应选用当地特色食品招待游客。因此 ,

根据城市消费者的要求 , 打造苗侗特色饮食品牌, 有助于旅

游产品满意度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

4 .3  康体、养老、度假型旅游产品开发  黔东南山水相映、

风景秀丽、森林资源丰富, 适应于漂流、游泳、泛舟等水上活

动, 登山、骑马、垂钓、散步、斗鸡、斗鸟等户外活动等。黔东

南属典型农耕文化地区, 应根据当地的民族风情开发一套适

应当地民族文化的康体、养老、度假型旅游产品, 使游客在欣

赏乡村田园风光时, 参与稻作、纺织、生产劳动, 与苗侗当地

居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高度参与, 体验其民族文化。因此 ,

深入挖掘游客参与并体验的旅游产品是使游客久留的关键

所在。

4 .4  民族特色旅游商品开发 黔东南具有丰富的民族特色

商品, 如雷公山茶、侗家香禾糯、从江香猪、苗族刺绣、苗族腊

染、苗族银器、侗族刺绣、侗锦、苗族芦笙等。然而黔东南地

区未对民族特色商品进行一定的包装与打造, 并且当地居民

对旅游产品的重视程度不够, 如雷公山茶加工简单、包装差、

价格低 , 效益较差。因此 , 应加强当地民族特色旅游产品的

开发与打造, 提高当地的旅游收入。

4 .5  交通、居住、卫生等基础设施产品开发  交通、居住、卫

生等不是旅游核心产品 , 但要想使游客获得其核心产品, 必

须有交通、居住等配置性产品。黔东南由于景点分散, 交通

条件差 , 这为游客在旅游时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另外, 黔东

南由于经济落后, 村寨居住条件、卫生条件均不理想。黔东

南预计在2008 年接待游客1 200 万人次, 至2013 年, 力争接

待游客2 000 万人次 , 目前旅游交通、居住、卫生等基础设施

已显紧张 , 预达到年接待2 000 万人次的规模, 尚需大力加强

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应将线路附属景观作为黔东南整个旅

游产品的必要部分来经营, 如从雷山到榕江的线路之间应开

辟2～3 个苗侗村寨景观, 使游客从苗族村寨文化区自然过

渡到侗族村寨风情区; 从榕江到都柳江两岸开辟一些观景

台, 供游客能通过观景台欣赏美丽的都柳江侗族风情。线路

附近观景台、休息场所的打造不仅有利于旅游收入的增加 ,

也有利于游客出行的方便, 增加旅游乐趣。

4 .6 服务性产品开发  游客到民族村寨休闲、度假, 民族村

寨应加强服务性产品开发, 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在旅游

高峰期时, 旅游景点管理混乱、卫生条件差、服务意识差等 ,

并且旅游消费者对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 民族村寨在

发展旅游过程中, 应大力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培训村寨服务

人才, 强化服务意识; 及时解决游客的合理需求, 提高服务质

量; 制定服务标准 , 提高游客的满意度。

5  结语

民族村寨旅游是一种高度参与、体验的乡村文化旅游 ,

既有乡村性 , 又有民族性, 长期以来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了

广大国内外游客, 然而由于民族村寨发展滞后 , 在旅游产品

开发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不仅制约着民族村寨旅游收入的

增长, 也严重降低了游客的满意度。如何进行黔南地区旅游

产品开发, 其深刻根源在于确立黔东南旅游目的地形象, 并

围绕该形象, 构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特色旅游产品, 增加

游客体验内容, 使其游而不走, 同时增加旅游目的地旅游收

入, 改善社区居民生活, 使旅游发展推动整个社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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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园”和“民族庄园”的基础上逐步建设生态旅游村庄, 赋予

团结镇以“农家乐”为特色品牌的农业旅游更丰富的内涵; 加

强旅游景区、景点、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 进一步加大森林生

态、宗教文化、节庆活动等优势旅游项目的开发力度 ; 实现乡

村生态旅游与都市生态农业的协调发展, 加大蔬菜、水果、花

卉等种植结构调整的幅度; 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 发展

安全、生态、高效的农产品, 打造团结镇少数民族地区“生态

美景精品、民族文化旅游名品、度假休闲新品”特色, 积极推

进商旅、文旅、体旅、农旅等产业结合, 努力将其开发为旅游

经济圈、观光圈、生态圈、致富圈。

4 .6 施展创意农业 通过施展农业资源、生产过程, 可产生

创意农业产品, 体现农业文化开发展示, 如定期举办识别蔬

菜、烹饪蔬菜、认种蔬菜、蔬菜造型等活动, 组织开展《瓜果蔬

菜总动员》或《洋葱头历险记》等活动 ; 同时为农业注入鲜明

的文化符号, 如农民的生活习惯、农村传统民俗等; 创意农业

应借助科技手段, 制造出奇制胜的“差异化”效果 ; 尝试改变

农作物的生长规律, 如制造好看、好玩的“错”长农作物; 改变

农产品外观, 将农产品做成艺术品, 如将写有“吉祥如意”、“

生日快乐”等词句的纸剪成空心字贴在农产品上 , 以带来更

高的附加值; 改变农产品用途 , 发掘新产业, 如将蔬菜“改造”

成水果, 如水果玉米、水果地瓜、水果洋葱等, 培植柑橘、辣

椒、葡萄、西瓜等各式盆景 ; 开发瓜果主题公园, 如农民画作

坊、乡村酒店、养老房等, 利用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资源

提升旅游附加值。

5  结语

21 世纪是体验经济时代, 大众更加重视互动 , 更倾向于

将具体消费情况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乐趣之中 , 更加

强调感官体验、情感体验、文化价值体验。未来的产品必须

取悦于人们的心而非大脑, 团结镇少数民族产业应更加注重

客户体验, 积极实施体验式开发, 结合产品、服务、人文、技

术、艺术, 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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