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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打造“金贵之州”文化品牌 

王才丽   查连金 

一、坚定自信，充分挖掘“金贵之州”的文化内涵 

美丽金州黔西南，自然风光美不胜收，民族文化多姿多彩、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发展文化产业的一个金矿。自然文化资

源金贵。这里有水墨画卷般的马岭河峡谷和万峰林，古朴自然的布依、苗族村寨，一望无边的高原草场，见证辉煌岁月的“二

十四道拐”，悠远动听的布依古八音。民族文化资源金贵。这里的“三月三”“六月六”布依族风情节、“八月八”苗族风情节令

人沉醉。这里的彝族“火把节”热情洋溢。这里还有名扬海内外、有着“声音活化石”和“天籁之音”美誉的布依音乐“八音

坐唱”，被誉为“东方踢踏舞”的彝族舞蹈“阿妹戚托”；这里的布依铜鼓十二则、土法造纸、布依戏、布依勒尤、布依族高台

狮凳舞等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历史文化资源金贵。这里的兴仁交乐汉墓群、晴隆二十四道拐列入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贵州龙化石群、猫猫洞古人类遗址、明十八先生墓祠、招堤、兴义府试院、“永历皇宫”、刘氏庄

园、何应钦故居等 29个；州级文物保护历史遗迹有兴义穿云洞、发玉彝文碑、王伯群故居等 23处。从 2.4亿年前的“贵州龙”

化石到猫猫洞古人类遗址，从交乐汉墓到南明皇城，从何应钦故居到刘氏庄园，从古乐八音到布依族、苗族民间绝技，构成了

黔西南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的深厚积淀，处处都充分体现了“金贵之州”的深厚文化内涵。 

经济致用，文化致远。依托丰富的文化资源，黔西南州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省关于文化改革发

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手抓”、政府投入与体制改革“两推进”、促进繁荣与加强管理“两结合”，

不断挖掘“金贵之州”的深厚文化内涵，不断加快文化创新步伐，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进一步增强了文化产业的核心

竞争力，文化产业在全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产业功能初步凸现。 

二、立足实际，将“金贵之州”的优势资源转化成推动产业发展的“洪荒之力” 

当前，黔西南的文化产业进入了一个加快发展的新时期。主要表现为三个“新提升”。一是文化产业新业态比重有了新提升。

创意设计、影视生产制作、网络游戏服务等文化新业态发展提速，形成影响力的文化旅游项目超过 30个，文化新业态占文化产

业增加值的比重持续扩大。二是文化产业服务平台建设有了新提升。借助“国际山地旅游大会”“中国美丽乡村·万峰林峰会”

等重点文化活动品牌，黔西南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集聚效应日益扩大。借助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重点文产招商会、

博览会，搭建了文化交流、展示平台，推动本土特色文化走出去，拓宽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三是文化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

有了新提升。围绕加快文化市场主体塑造，通过政策扶持，开展多元化经营，引进、培植了一批业态多样、具有较强竞争力的

文化企业。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采取多种举措，进一步把“金贵之州”的优势资源化成推动产业发展的“洪荒之力”。 

（一）将文化扶贫、文军扶贫融入脱贫攻坚中去 

以贞丰县为例，该县在全省 2015 年扶贫生态移民工程 14 个省级示范点之一的者相“千户布依寨”旁，规划建设者相文化

创意产业园，在建设生态移民小区项目中，融入了秀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以布依族建筑风格为基本元素，营造小

桥、流水、人家的自然环境，打造"生态移民+文化展示+生态旅游"的示范基地，在千户布依寨进驻了者相纳孔王凤手工刺绣坊、

窑上古法制陶、银饰加工企业、布依族鸟笼制作、布依八音器乐生产、贞丰进红传统手工绣坊、贞丰梁忠美布依族手工刺绣坊、

贞丰民族刺绣坊、贞丰民族工艺品刺绣基地等多家文化企业，形成了文化产业聚集，将一个村寨建设成了一个文化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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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示范带动，让文化产业成为助力脱贫攻坚的新生力量，走出一条有别于其他地方和传统的扶贫新路子。 

（二）规划引领，突出“金贵之州”的特色 

按照“重规划、强基础、创品牌、兴产业”的思路，依托现有的禀赋优势，立足实际，以“文化创意旅游”为龙头产业，

着力推动“特色民族文化体验”“户外运动康体养生”“高端商务休闲度假”和“多彩文博影视会展”四大重点领域的提升与拓

展，聚焦“节庆文化旅游业”“民族民间演艺业”、“民族特色产品加工业”“户外山地运动产业”“户外休闲旅游业”“休闲旅游

度假业”等行业发展，把黔西南州建成贵州省主题文化特色鲜明、市场竞争优势显著的文化休闲度假目的地，西部少数民族地

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示范地，中国著名的美丽健康、生态和谐的宜居宜游之地。 

（三）依托资源，打造“金、玉、石”文化产业品牌 

对“水墨金州”系列商标、版权进行了注册，从腊肉到蔬菜、从明信片到白酒、从旅行社到文艺演出，257项商品整体覆盖

农业、轻工业和文化旅游业。依托“中国金州”品牌及盛产黄金优势，推动以黄金为主要元素的黄金城建设，进一步提升黄金

品牌的影响力。以兴义市鸿鑫玉和晴隆怡丰源贵翠等企业为载体，打造本土玉石系列品牌。充分发挥丰富的奇石资源，在中国

观赏石之乡--兴义市建设以奇石交易、会展为重要功能的奇石文化产业园，打造盘江奇石文化品牌。 

（四）发展群众文化活动，倾力打造精品文化旅游盛会 

依托望谟布依族“三月三”、贞丰布依族“六月六”、兴仁苗族“八月八”等重大民族节庆活动，创新思路，打造精品文化

旅游盛会，吸引更多游客到来，助推文化旅游业发展。 

（五）倾力做好“非遗”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 

将文化遗产保护发掘与旅游发展相结合，深度挖掘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好何应钦故居、南明历史文化遗迹、晴隆 24

道拐等历史文化遗产，打造精品文化旅游线路。 

（六）重点打造一批精品文化旅游产品 

用文化产品丰富文化旅游产业，目前黔西南州已初步形成了以盘江奇石(玉石)、晴隆贵翠、布依族民族服饰、民族特色食

品、仿古文物等为代表的文化旅游商品系列，开发生产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满足各方游客在黔西南州旅游期间“文

化购”的需求，凸显黔西南州文化产业和民族文化旅游商品竞争力与影响力。 

三、改革创新，为打造“金贵之州”文化品牌提供动力和保障 

黔西南州的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由于起步较晚，目前与发达地区相比仍处于一个初级阶段，主要表现在： 

产业规模偏小，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偏低。资本结构单一，文化发展经费严重不足。人才相对匮乏，文化产业缺乏活力支撑。

发展政策不宽，文化产业机制不够健全。科技含量较低，文化产业品位有待提高。 

（一）转变观念，加强领导，促进文化产业加快发展切实把发展 

文化产业作为城市建设、旅游发展、新一轮经济增长点的战略任务来抓，统筹规划，同步发展，形成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



 

 3 

格局。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加强组织领导并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编制、重大项目谋

划和政策措施落实，统筹协调解决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点问题。 

（二）突出重点，专项推进，扶持培植文化产业主体 

抓好“马岭河峡谷—万峰林—万峰湖”文化产业综合展示区。抓好集参观、游览、休闲、娱乐、购物、展示等多功能为一

体的文化产业综合发展聚集体验区。抓好晴隆二十四道拐抗战文化旅游区、贞丰双乳峰母亲文化旅游区、望谟“中国布依城”、

兴仁、普安、晴隆茶文化产业园等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建立和完善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库，使重点项目建设在优化产业结构方面

发挥先导性、战略性、支撑性作用，提升产业层次和水平。依托重点项目和精品工程建设，打造文旅融合发展的精品景区和线

路，引领全州文化与旅游融合可持续发展。抓好骨干文化企业的培育。采取政府扶持、社会投入和市场化运作的方式，积极发

展一批龙头企业，带动文化产业发展。 

（三）完善机制，搞活政策，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黔西南州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论与实践·工作研究力。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真正实

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营造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提供便捷优质服务。建立“一站式”、快节奏的服务

体系，为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审批、建设提供最优服务。进一步提升服务意识，大局意识，着力营造文化产业发展的宽松环境。 

（四）加大扶植，拓宽渠道，建立文化产业融资机制 

像抓工业项目一样开展文化产业的招商引资，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办法，使文化产业招商同其他产业招商有机结合

起来。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每年安排一定财政资金扶持重点文化产业项目。支持、推动和促进文化产业领域的政银合

作、银企合作。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按照“非禁即入、有需则让”的原则，允许企业、个人、团体、境外资金等社会

力量举办文化产业。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 

（五）突出特色，选好载体，做大做强地方文化产业 

加大黔西南民族文化产业园建设，以展示、展出和销售特色文化产品为主，促进其上层次，成规模。以“节庆文化产业”

的思路谋划“山地运动旅游文化艺术节”，按政府主办，企业主导的原则着力提升市场品质，提升经济效应，把“山地运动旅游

艺术节”办成城市形象的载体，文化艺术的盛会，经济互动的平台。打造黄金文化旅游线，谋划启动一批精品观光游、风景游、

风情游、文化游、养生游等，使文化真正成为旅游业的灵魂。把山地运动旅游置于全国、全省的大范畴来思考，把握新形势，

抢抓全省生态文明示范州的机遇，以建设西部人文生态旅游基地为目标，以融入珠三角旅游经济圈和滇黔桂黄金旅游带为方向，

以万峰林现代服务业示范区为龙头，加强项目建设。积极挖掘培育文化产品。组团参加文博会、博览会等重大文化节会活动，

宣传推介文化产品，全面展示黔西南独特的文化魅力。提高文艺创作水平。集中打造实景演出、电视剧、民俗舞台剧、动漫等

文艺作品，为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开辟新领域。 

（六）多措并举，注重发展，培养造就文化产业人才 

依托院校优势“育”人才。积极与职业院校合作，建立长期的文化产业人才培训基地，培养文化产业人才。“引”人才，重

点引进一批熟悉文化产业经营管理、富有创新意识，掌握现代传媒技术的人才，形成多层次、梯队化、立体型的人才格局。名

人名家“带”人才，依托传统文化人才开展传、帮、带培育人才。“造”人才，发挥各文化协会的作用，发现、培育文化人才。 

（七）发挥优势，活跃市场，构建文化产业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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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境内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以旅游业为平台，构建旅游文化服务市场；依托已有的优秀剧目，推动文化艺术创作、策

划、生产、展演“一条龙”服务，构建文艺创作营销市场；依托民族工艺等系列产品，建设文化艺术产品交易市场，努力构建

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体系。 

（作者单位：中共黔西南州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