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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六盘水市是彝族主要聚居地，这里的彝族乡亲有近 30 万人，主要居住在水城县玉

舍、双戛和盘县淤泥、坪地等 9 个彝族乡，以及与其他民族共同组建的 38 个民族乡。经过“

十二五”期间的发展，这些乡镇初步形成了特色鲜明、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文化产业发展体系

，成为六盘水市重要的特色文化产业基地，为下一步建设全市彝族文化产业走廊奠定了坚实基

础。 

 

旅游提升推动文化园建设 

从六盘水市向南驱车 24 公里，有一个叫“野玉海”的旅游景区，其名取自野鸡坪高原户

外运动基地、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和海坪彝族文化园的首字。 

海坪彝族文化园属于水城县玉舍彝族苗族乡，是野玉海景区的核心区，规划建设在居住着

2000 多名彝族同胞的海坪村。野玉海山地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赵玉雄介绍，园区依

托彝族村落，采取文化旅游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以彝族文化推动旅游景区建设和发展，以旅游

产业提升推动文化园建设。“园区总规划面积 1.35 平方公里，目前一期工程总建成 48.24 公

顷，包括海坪彝族火把广场、土司庄园、海坪彝族风情街等，均已投入使用。”赵玉雄说。 

这一园区于 2015 年 7 月建成一期工程，8 月就作为六盘水市第二届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大

会主会场亮相，受到广泛关注。数据显示，大会期间水城县共接待游客 30 万人次，旅游创收

1.8 亿元，其中，8 月 8 日彝族火把节当天，海坪彝族火把广场接待 18 万人次，旅游创收 6000

万元，并通过旅游推介成功促成 3 个项目签约，总投资 64 亿元。 

“这里交通便利，高速公路出口就是景区入口，六盘水机场过来 26 公里，年底还将开通

高铁。”赵玉雄说，目前工作重点是启动文化园二、三期工程建设，完善彝族文化设施及旅游

配套服务设施，以彝族文化、影视剧、休闲度假为业态，完善文化园规划。 

 

民俗文化助力经济发展 

从海坪彝族文化园驱车向南一个多小时，即到达盘县坪地彝族乡。坪地彝族乡乡长谢如练

介绍，当地非遗资源丰富，目前，坪地正以乌蒙大草原旅游开发为依托，以彝族火把节篝火晚

会、歌舞表演、彝族服饰等为亮点，着力打造坪地牛棚梁子生态旅游观光园。 



“近几年来，文化产业发展有了一些新变化，但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谢如练举

例说，乡文化站基础设施比较简陋、功能不多，无法满足群众的多元化文化需求；乡里缺乏高

水平的文化经营人才，非遗传承人青黄不接；部分群众对“文化就是生产力”的认识不足，发

展文化产业的意识薄弱；文化产业缺乏社会资金注入，文化公司尚处于自发、业余状态等，这

都制约了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坪地东南方向 40 公里左右的淤泥彝族乡则是另外一种境况。这个盘县境内彝族最集中的

乡，不仅有被评为“全省最具魅力的少数民族村寨”“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麻郎垤村，

更因歌曲《山歌出在淤泥河》而广为人知。 

麻郎垤在彝语中意为“四面环山、交通不便”。曾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村民人均年

收入不过五六百元。后来，村党支部书记杜少权想：我们是保存了完整民族文化的彝族村，为

什么不能在文化上做点文章？经过反复讨论，村两委提出“文化带富、文化促学、文化添乐、

文化增美”，全村开始走上以民俗文化带动全村经济发展的路子。 

有“彝族文化聚宝盆”之誉的麻郎垤到底有怎样的文化底子？彝族山歌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名录，“哒体舞”有鲜明的节奏和韵味，婚俗文化中的“酒令歌”被誉为天籁之音，斗牛、斗

羊、斗鸡、射箭、摔跤、拔河、打秋千、赛马、跳“朵落荷”等传统歌舞和体育活动丰富多彩

。为使这些文化项目完整展示在世人面前，村里设立了盘县第一个彝族文化博物馆，收藏彝族

经书、彝族服饰、刺绣、劳动工具、手工艺品等。这个小小的村级博物馆已成为外界了解彝族

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 

淤泥乡科技教育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吴霞说，自己的主要职责是做好全乡的文化产业发展工

作，包括保护民族文化元素、丰富民族文化活动等，比如，在麻郎垤村组建民族文化文艺队，

我们有队员 100 余人，多次创编节目到村寨和矿山演出，受到广大群众和矿工热烈欢迎。 

 

构建特色文化产业带 

随着麻郎垤的知名度提升，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但麻郎垤村是一个农业村，如何培

育支柱产业让村民增收致富？“农旅结合”成为村两委的一大尝试，村里先后扶持村民创办了

彝族服饰产业、水拌酒厂、彝家乐。目前，麻郎垤村已有水拌酒作坊 48 家、彝族服饰作坊 8

家、彝家乐 3 家、彝家超市 3 家，年创收 400 多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8000 元。“近些年

，旅游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娱乐、休闲的一部分，彝族民俗文化旅游也成为六盘水旅游开发的

重要内容之一。”六盘水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产业发展科科长徐兵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从玉舍乡到坪地乡，再到淤泥乡，作为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 20 个

辐射区之一，六盘水市彝族乡镇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文化设施建设、文化生态保护等方面取

得积极进展。 

未来的六盘水市彝族文化产业走廊将是中国彝族文化旅游目的地，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

特色文化产业带，这一点可以从其“十三五”发展目标中获知：2020 年，全市彝族文化产业

实现产值 48 亿元，建成十大彝族风情旅游景区、十九大彝族特色村寨、三大彝族风情街，培



育淤泥彝家山歌会、海坪彝族火把节、中寨彝族文化大观园三大文化品牌，构建“三大集聚区

、两条景观走廊、多个专业村”（“3+2+N”）的彝文化产业走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