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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品牌与旅游发展有着深远的不可忽视的互动关系，加强贵州地区文化资源

的开发，全面提升全省文化产业的强度，重点打造一批代表性强，有贵州文化特色的文化品牌

，是未来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的必经之路，有助于更强力地推动贵州旅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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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旅游者的出游随着自身收入的增加和社会阅历的增长，不在局限于单纯的游览观

光，而更加趋于追求发现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内涵。国际旅游发展的经验显示，旅游业的收益越

来越不依靠人数的增加，而来自于多元文化含量的旅游产品和特色旅游服务，旅游与文化交流

结合程度愈高、旅游文化因素越多，旅游经济就越发达。因此，一个地区要长远大力发展旅游

业，就要着手长远发展文化产业，打造与众不同的文化品牌，以此来吸引更多更稳定的客源。  

 

一、文化品牌打造与旅游业发展的白热化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旅游业发展欣欣向荣，国内外游客都与日俱增，全国各大中小

城市都渴望能抓住这个机会，因此不遗余力地行进大力宣传，希望能扩大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吸引到更多的客源。但是随着人们对现代旅游体验性的深入认识，目前旅游者对旅游数量

的追求逐步转向对旅游质量提升的追求。旅游者消费需求的这一变化，要求旅游必须与文化有

机融合，才能使旅游蕴含着文化内涵而持续发展并具有无穷的生命力。  

遵义地区乃至整个贵州省当然也毫不例外地搭上了这趟顺风车着力积极打造和宣传自己

的文化品牌。但是在这个塑造自身文化内涵、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引以为鉴

的是，虽然从上个世纪开始城市文化的研究和实践已经出现并且逐渐升温，各地都在积极打造

自己的城市形象，塑造自身的文化品牌，但是成功突围的只是少数城市，其中大多数城市在盲

目过快的实践过程中，人为地夸大事实、浮夸作秀，很快就被一波波新拍上岸的“城市文化品

牌浪潮”淹没销声匿迹。  

 

二、文化品牌与旅游业的发展的现状和关系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全省共有民族成份 56 个，其中世居民族有汉族、苗族、

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等 18 个民族。到 2009 年末，贵州少数民族人口

占全省总人口的 39%。全省有 3 个民族自治州、11 个民族自治县，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国土面积



9.78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55.5%，还有 253 个民族乡。遵义位于贵州省北部，赤水

河以东，乌江以北，有汉、苗、仡佬、土家等民族。下辖红花岗、汇川 2 个区，凤冈、湄潭、

余庆、习水、桐梓、正安、绥阳 7 县和道真、务川 2 个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代管赤水、仁怀 2

个县级市。遵义地区下辖各区县，不仅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另外让贵州人

甚至中国人骄傲的红色文化、浙大西迁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等也文明省内外，甚至有很多外

国友人慕名而来。  

尽管遵义地区在旅游发展上很想有一张自己独一无二的名片，但是总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地方上各自为政、画地为牢的种种举措让品牌的打造总欠缺一股后劲。遵义会议的召开可以说

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红军四渡赤水让人惊叹......遵义可以说是红色旅游的代名词，可是

由于规划宣传缺乏系统规范性，让遵义红色旅游一直处于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  

整个贵州省少数民族资源丰富，遵义地区也占有很大一部分，可是当讲起少数民族文化旅

游时，旅游者们更多的想起的是云南还有遵义的近邻四川，贵州发展得比较好的也仅仅是近两

年才开始温热起来的西江苗寨，可是就算如此，整个贵州省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形式也很单一

，项目越来越缺乏创意，无法长期吸引更多的游客，稳固客源，更无法打造一个大的品牌，传

统文化资源并不会自动转化成文化品牌，不会自动转化为财富。在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中

，不能一味的想到回到传统，回到原生态，而是应该从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寻找一个平

衡点，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传承关系，在回归原生态的同时，寻求现代人都市工作生活

中所缺的精神。  

遵义地区下属湄潭县，茶叶种植历史悠久，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说：“黔中生思州、播

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清《贵州通志》载：“黔省所属皆产茶……湄潭

眉尖茶皆为贡品”。抗战期间，国立浙江大学迁入湄潭办学 7 年，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

国茶叶公司在湄潭筹建实验茶场，提供茶树栽培、育种、制茶、防病等研究，对后来的湄潭茶

产业发展影响极大，也更是成为了湄潭人民的骄傲。  

湄潭茶叶品质优良，有十多个获国家、省、部优以上产品，但是当地品牌管理经验缺乏，

自主小品牌越来越多，难以管理和壮大。常年来湄潭茶叶收成期一到，总会吸引浙茶商前来，

低价收购湄潭茶后制成龙井、碧螺春，赚取大头利润。截止到 2013 年为止，湄潭全县茶园已

超过四十几万亩，在茶叶生产上严把质量关，全力打造茶叶品牌。在“中茶杯”、“中绿杯”

等系列国际国内名优茶评比中，先后 28 次夺得金奖。在“贵州十大名茶”评比中，“湄潭翠

芽”荣登榜首。我县相继被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授予“全国重点产茶县”和“全国十大特色产茶

县”称号，被人民网评为“最受百姓欢迎产茶地”。继“茶文化”在国内打出名堂后，湄潭紧

跟着开始了全力发展“茶文化旅游”。  

这种文化与山水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广西的《印象·刘三姐》品牌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

考范本。它引进导演张艺谋的创作团队，以桂林山水实景为背景，融合广西民间刘三姐的传说

，借助现代舞台灯光、音像技术，在红色、黄色、银色、白色四个“主题色彩的系列”里，将

山歌、民族风情、漓江渔火等元素创新组合，成功地诠释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创造出天人

合一的境界。自首演以来，近十年的时间它一直保持着全国演出业中观众最多、影响力最大、

年营业额最高的演出地位。仅 2012 年，《印象·刘三姐》一共演出了五百三十二场，接待观

众 151.0261 万人次，演艺收入高达 1.65 亿元，上交税收近 2000 万元。《印象·刘三姐》除

了给游客带来震撼和享受之外，也拉动了阳朔的交通、餐饮、住宿、娱乐、商品零售业的增长



，带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2011 年阳朔县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30.82 亿元，是 2007 年的 2.3 倍

，年增长 23.2%。  

 

三、未来的发展对策  

旅游业要追求长期高效的发展，务必要确保将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相结合，打造文化品牌，

促进文化品牌产业化。这样的长远浩大工程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和保障，携手寻求旅游文化

产业的新发展和新局面。遵义地区乃至整个贵州省要在激烈的国内外市场中突围而出，发展文

化品牌，稳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强改进。  

（一）加强政府文化与旅游部门的协作互助  

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这个保障平台，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要合作发展更

是需要政府的协调组织。所以作为与文化旅游相关的文化局、旅游局、体育局等政府职能部门

，更应该加强部门与部门间的相互合作，做好信息互通等工作，确保各部门间的工作更加高效

率地完成。以湄潭县为例，湄潭县政府为了给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和发展

机制基础，在政府机构改革中将文化局、广播局、旅游局、体育局等文化旅游部门整合为一体

，生成了一个新的部门，即湄潭县文体广电旅游局。这样子的调整更有利于资源的整合、信息

的互通、项目的有效策划以及时间、空间的有效配合，不仅节省了人力资源成本，而且使旅游

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具效率。这个模式和深圳的发展很相似，为促进深圳市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

互动发展，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应加强下属的文化部门与旅游部门在具体业务和规划方面的协作

，注重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规划的衔接和配套，使双方的工作在思路、目标、措施、步骤

和产品开发的类别设计、时间安排、空间布局等方面能够有机结合和有效配合，双方的资源得

到有效整合和优化配置，扬长避短、优势互补。  

（二）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  

在政策方面，主要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1、政府牵头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品牌，

改善各自为政的局面，让品牌更具有抵抗风险的能力、更好地整合有用资源、更好地优化市场

配置。2、加强学习国内外先进的旅游文化发展的先进理念，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借鉴别人的成

功经验。3、政府主导鼓励中小旅游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并实施奖励政策，在全遵义地区乃至

贵州省树立典范。  

（三）引进文化创意型人才，促进品牌文化的创新能力  

发展旅游产业需要人才，促进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融合更加需要创意型人才。传统旅游

过分依赖于当地现存的旅游资源，这样就局限了旅游的长远发展和创意品牌的开发，容易和其

他拥有相同或类似资源的地区产生碰撞，所以要尽量摆脱这样的旧形式所带来的局限。引进创

意型人才带来更多的先进理念，为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融合带来不一样的火花，真正做到“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另外，也可以更好的利用这批优秀的人才资源，加强政府

相关部门和旅游文化企业的人才培训，培养更多的实用型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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