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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六枝彝族地区山地特色旅游开发路径的思考 

张国艳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彝族是六枝特区境内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多分布在箐口乡的社勒村、上下麻翁村、中寨乡的大小补王村等地。

六枝特区原有七个彝族民族乡，2015年并乡后有落别、牛场、中寨、梭戛四个民族乡，现有彝族人口64692人，占全区少数民族

人口的34% ，占全区总人口数的10% 。 

（一）客观条件制约 

自然条件恶劣。多山坡陡区域，风化石坡面积大，人多地薄，山高坡陡，域内沟壑纵横，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土壤层较薄，

肥力较瘦。农林牧渔结构不合理。农林牧渔业总量低，种植业比重偏高。产业支撑脆弱。绿色食品、畜牧业产业的集群尚处于

起步阶段，带动力不强，产业创新能力不高。农业科技含量低，农产品质量不高、开发水平低，精加工品少，附加值低。农村

劳动力不足。受打工潮影响，外出打工人口数量多，留在家里的多是一些老弱病残或鳏寡孤独或妇女儿童。农业长期停留在传

统化耕作水平。 

（二）主观因素制约 

农民发展意识不强。接受先进技术能力弱，真正想干和能干的劳动力绝大多数都已经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多数是文化水

平低下的老人或妇女，接受农技新知识的能力弱，听天由命，农产品科技含量低，农业适用技术难在农村彝族地区推广。农民

适应市场经济能力弱。农民市场信息来源单一、滞后, 甚至匮乏。缺乏市场经济下对市场瞬息万变的洞察力，无法跟上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的步伐等。 

（三）缺乏建设资金投入 

旅游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不完善。投资速度较为缓慢，投资空间小，投资方式不灵活。各大景区景点处于建设或扩建阶段，

景区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作用，这成了制约六枝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景区管理体制不健全。从目前旅游景区开发和

利用情况来看，管理机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有的旅游度假区在建设等方面都出现多部门参与管理，导致旅游建设及市场管

理混乱。在旅游产业发展工作上，部门之间加强对接、沟通与协作较少，联合工作开展少，影响了旅游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

旅游招商引资工作思路上缺乏创新，招商引资工作难度大，进展缓慢。 

二、对策建议 

（一）要加强对传统村落的建设和保护 

彝族的传统村落传承彝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彝族地域特色。在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中，很

多古村落在整合、拆建、挪移中消亡。要加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把传统村落的保护纳入新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政府要按客观

规律把保护传统彝族村落与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进行统筹整合、一体规划、科学布局。尽可能将保护村落与改善村民生活

与村民自身利益挂起钩，激发他们保护传统村落的内在动力，在加强传统村落保护的同时，建设有地域特色、文化传承、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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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宜居宜业的新型彝族小城镇。 

（二）坚守生态和发展的底线，夯实旅游业发展基础 

在“山”字上做文章，开展绿化造林和石漠化治理，把保护青山绿水作为旅游业的根本。大力加强生态建设，保护、美化

绿水青山，将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按照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要求，加强生态建设，注重环境保护，充分发挥

彝族山地特色优势，加快农业特色产业发展步伐，扩大农业特色产业种植规模，推动农业特色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形成农

业产业化发展示范观光带，实现经济价值、生态价值、旅游价值最大化，在发展壮大自身的同时更好地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抢

抓六枝特区实施农业特色产业“3155工程”机遇，把彝族地区建设成为农业产业园区加旅游发展的平台和载体，让资金流、信

息流、观念流、民族文化流、关系流走进农村彝族地区，实现百姓富与生态美的有机统一。要围绕旅游抓农业，大力发展全区

现代高效农业、观光农业、旅游农业，形成农业产业带，增强景区旅游效应。 

（三）要打造本地彝族山地旅游品牌 

要加大对本地彝族品牌、文化的宣传力度，立足本地彝族产业、产品特色，整合资源，打造具有本地彝族特色的品牌。要

加大彝族景区旅游投入，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重点打造牂牁江景区、月亮河景区、梭戛景区、廻龙溪景区的彝族旅游景点，

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广范围的旅游项目开发建设投资体系，逐步完善六枝旅游公路交通沿线的信息网络、交通标识、生活服

务、应急救援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要进一步加强六枝旅游行业管理，强化旅游从业人员培训，全面提升六枝旅游服务质量水

平。强化与旅游企业的沟通、联系，进一步发挥旅游行业主管部门职能作用，加强行业指导和监管工作。 

要充分发挥六枝彝族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坚持规划先行，注意整体规划与局部规划有机结合，围绕

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在生态特色、民族特色、互动体验等方面下功夫，全面提升六枝彝族景区的知名度、美誉度。

要学习借鉴外地成功经验，依山就势，高标准、高起点做好景观、山体绿化、宾馆、旅游地产等开发建设。要立足游客需求，

量身裁衣，策划打造一批独具特色的度假农家乐等旅游基础设施。要在现有景区的基础上，夯实旅游基础，按照细致、精致、

极致的要求上，充分考虑游客的需求，完善旅游接待设施，提高接待水平，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积极引进战略合作者，大力推动整个彝族景区开发建设。 

要以贵州省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美丽乡村旅游扶贫工程、“美丽乡村·四在农家”工程建设为契机，积极争取项目，将关

寨镇过瓦村、中寨乡大小补王村等彝族旅游村寨为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申报材料上报，争取列入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扶持名单。

在六枝以陇脚镇为中心，建设牂牁镇、关寨镇等一批精品彝族农家住宅，满足旅游住宿所需。同时，结合“一事一议”工程，

拟将资金投向彝族重点村寨的通寨公路、人行步道、庭院硬化、污水处理等项目，以确保彝族小城镇建设工作按计划有序推进。 

要加强旅游项目储备和申报工作。针对六枝彝族旅游景区娱乐项目少和旅游商品单一等问题，强化旅游商品开发和娱乐项

目招商引资项目申报力度，积极向上报送彝族舞台剧开发和旅游商品开发、彝族景区旅游开发等招商引资储备项目。要镇游融

合、产城互动。要坚持一手抓彝族小城镇建设，一手抓产业发展，着力把彝族小城镇建设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蓄水池”、产

品加工流通的“大基地”、招商引资平台和乡村旅游前台。 

（四）要充分利用交通优势 

要充分利用高铁经过六枝的优势。六枝境内在建高铁站两站，即为六枝站和长箐站。高铁跨六枝境、晴毕县高速公路、长

箐站与都香高速快速通道建成后，六枝境内整体交通网络将呈现三纵两横的交通格局，将拓展区域旅游发展新格局。有利于六

枝加入到省内“半小时经济圈”，融入全省经济发展的快捷时代。要用整体交通网络拉动整体旅游业发展。要以六枝站为核心，

以黄果树旅游景区为拉动，打造六枝线彝族景区旅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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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要对六枝彝族旅游资源进行新一轮普查 

对《六枝旅游业发展规划》进行修编，制定并实施《六枝生态文明建设和旅游发展战略规划》及《“十三五”旅游发展规

划》。以六枝彝族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民间文化为切入点，着力挖掘彝族景区潜在的文化内涵，促进旅游与彝族文化的有机

融合，构建核心旅游资源开发格局。 

（六）要实施智慧营销工程，推进营销数字化 

加快彝族旅游商品推介和促销步伐，充分利用公共宣传栏、网络电视媒体等多种方式宣传六枝彝族特色旅游，形成全方位、

多角度的旅游宣传模式，突出网络营销、媒体营销、体验营销等新兴营销方式，主动融入“大数据”时代，切实加强六枝彝族

旅游宣传促销工作，形成六枝旅游整体形象多渠道、高密度的叠加效应，让六枝的旅游品牌在省内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

升。 

（作者单位：中共六枝特区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