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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梦谷”乡村旅游发展的路径浅析

杨培璋 杨胜乾

“蓝梦谷”生态蓝莓产业示范园是黔东南州麻江县打造的一个乡村旅游品牌。为探寻“蓝梦谷”乡村旅游创新升级发展路

径，调研组对“蓝梦谷”进行了考察调研，分析总结“蓝梦谷”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做法，针对存在的问题，结合麻江县旅游

资源现状提出对策建议。

一、“蓝梦谷”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做法

（一）政府主导，发挥企业带动作用

麻江县政府先后与贵州科学院签订合作协议，成立“贵州科学院麻江蓝莓产业工程技术中心”、与江中制药达成蓝莓产品

研发合作协议等，负责蓝莓产业发展技术保障。并举全县之力通过整合、融资、招商等方式筹集资金投入“梦蓝谷”蓝莓循环

产业示范园设施建设。在蓝莓园区内引进企业 12家，合作社 8家进驻，获有机认证企业 5家。同时完成园区内“嘎尤古寨”少

数民族特色旅游村寨打造，“梦蓝谷”景区整体建设打造。总规划投入资金 3.25 亿元，目前完成投入 2.68 亿元。在蓝莓园区

内采取“公司+协会+农户”等产业化运作模式，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发展，依靠龙头企业带动种植基地的发展，实现龙头

企业带动基地和群众共同发展。2016年带动群众 500余户种植蓝莓 5400亩，种植中药材 3000亩，花卉苗木种植 300亩，发展

特色蛋鸡养殖 24万羽，入驻村企业 9家。

（二）因地制宜，打造乡村旅游精品

麻江县依托美丽乡村，融入多样化的旅游、休闲、体验元素，精心培育旅游产品，按照全域旅游和农文旅一体化发展思路，

以县为抓手，结合“清水江百里田园画廊”的功能定位，全力塑造了“梦境苗岭乡野，诗意清江田园”的高端乡村旅游形象。

相继投入资金 3.3 亿元建设打造了“蓝梦谷”生态蓝莓产业示范园和乌羊麻、夏同龢状元文化产业园、马鞍山生态体育公园等

景区景点。又投资约 3 亿元正在打造卡乌药谷江村。把“蓝梦谷”生态蓝莓产业示范园区与它们连成一片，相互带动、融合发

展，打造乡村旅游精品。

（三）注重引导，带动农民主体作用

麻江县始终坚持将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民的长远利益相结合，以农民为主体，尊重农民的意愿。积极鼓励有能力、有实力的

农民加大闲置房屋、土地等资产的盘活与利用，带头从事农家乐、乡村农居等项目，使广大农民通过参与乡村旅游，在离土不

离乡的情况下实现有效就业。“蓝梦谷”生态蓝莓产业示范园所在地龙山镇共和村开设农家乐 5 家，已接待游客 1 万多人次。

发展特色蛋鸡养殖基地 2个，养殖 24万羽。解决就业 100余人。

（四）村园互动，丰富文化旅游业态

以产业园区为中心，引领域内各村突出特色、张扬个性，进一步延伸和拓展园区功能要素。坚持用景观的理念建设农村，

在加快推进村寨硬化、洁化、绿化、净化、美化、亮化基础上，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景”的要求，利用“一事一议”“美

丽乡村”等惠民扶贫项目，精心建设，对村寨进行全面改造和提升，实现“村即是景，景即是村”。如园区周边翁安寨、汤家

寨以环境卫生整洽为抓手，规划了蓝莓采摘体验区、稻田罩鱼体验区、苗族风情体验区、农家乐和农家住宿区。做好园区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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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寨主题宣传。如龙山村蚂蚁坟确定“园中村融合，打造景区秘境”宣传主题，共和村汤家寨确定“走盐马古道，品南方蓝莓”

宣传主题，河坝村确定“彰显瑶族文化底蕴，打造魅力瑶乡”宣传主题。通过不同的方式，分类推进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不断

改善人居环境，丰富文化旅游业态。

（五）深入挖掘，提升民族文化魅力

一是打造“中国·麻江乡村旅游节暨蓝莓文化节”。2017 年已成功举办了第二届，每届时长 1个月左右，跨越整个蓝莓成

熟季。蓝莓文化节,设有蓝莓、音乐、帐篷、美食，还有寻找蓝莓伙伴、蓝莓林间马拉松、我是蓝美人、微神直播、微电影大赛、

自行车竞赛、水上冲关等 20多项主题活动。此外，具有麻江标签的蓝莓论坛、乡村旅游论坛、蓝莓招商推介会吸引了不少业内

人士前来，成为提高“蓝梦谷”生态蓝莓产业示范园区知名度的有效载体。二是彰显瑶族文化底蕴，打造魅力瑶乡。“蓝梦谷”

西面是河坝瑶族传统村落，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少数民族共同体，长期处于未识别民族状态，直到 1922年，才被官方正式认定为

是瑶族的一支。河坝瑶族“隔冬”仪式和河坝瑶族“枫脂染”的蜡染工艺较为有名，其中河坝瑶族“枫脂染”的蜡染工艺为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河坝瑶族民俗“尦当”表演节目成功入选贵州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节目。三是共

和村苗族盛装、苗族芦笙、斗牛等民族文化。“蓝梦谷”所在村是一个民族村，努力挖掘其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让传统文化

和民俗文化得以传承和展示，形成产业和文化的双重特色，以此来吸引城市居民，让他们感受和体验原汁原味的乡土文化。

二、“蓝梦谷”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是特色品牌不明显。“蓝梦谷”现处在农家乐、观光、采摘等基础阶段，本地民族文化没有得到挖掘，提供给旅游者的

服务形式单一，没有拳头产品和核心吸引物。设施简陋、内容单调，市场定位不够明确，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特色,缺乏吸引

力。

二是管理还不够規范。“蓝梦谷”园区内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机制不健全，经营管理不够规范，缺乏财务管理、人力管理、

导游管理等专业人员。而园区内涉及村落和农户较多，由于经营者缺乏必要的培训，组织能力及管理技能准备不足，凭借一些

经验进行经营，适应不了市场需求。园区内的安全、卫生、消防、娱乐、餐饮等服务设施旳开发与管理也不完善，从业人员与

乡村旅游的服务应达到的专业化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管理比较粗放、服务水平较低。

三是农产品不够丰富。“蓝梦谷”园区主要以蓝莓为主打产品，但整个龙山镇的农产品不多，仅鲜鸡蛋、西瓜、太子参等

少量的农业产品，没有很好发挥旅游产业扶贫作用。

四是旅游产品比较少。“蓝梦谷”乡村旅游尚未深入挖掘乡村农业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内涵，旅游活动主要停留在观光、

采摘、垂钓等项目上，以满足游客的物质需求为主，缺乏精神需求和氛围。乡村旅游产品单一，缺乏精品，重游率低，不能适

应现代旅游市场的需求。一些“农家乐”游客大多数只进行玩牌、打麻将、聊天等，缺乏体验、休闲项目，不能满足多层次游

客尤其少年儿童的求知、求真、求趣的需要。

三、“蓝梦谷”乡村旅游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做好科学规划

要制定出龙山镇整体旅游规划，找准“蓝梦谷”的发展定位，与当地的民族文化结合起来，与旅游总规、土地利用、农业

发展、村镇建设等规划相衔接，制定好发展规划。可在打造美丽乡村的基础上，重点开发河坝瑶族风情、共和苗族文化等具有

一定规模和特色的民族文化资源，要提档升级，打造出亮点；同时，可对接周边乌羊麻、约谷村、下司古镇等优秀资源，打造

出精品旅游路线，让旅客既观古镇，又看风光，既游玩山水，又体验农耕文化，既享受美食，又感受民族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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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大旅游宣传力度

利用网络、电视台、广播栏目、报纸等媒体进行立体宣传。同时，也可以采用实体营销模式，充分利用车体广告、高速垮

桥广告等形式进行宣传，吸引游客眼球，努力提高户外宣传效应。积极宣传旅游新产品，提高蓝梦谷旅游知名度。

（三）完善旅游服务功能

要加快娱乐设施建设步伐。园区内游客参与互动娱乐项目不多，没有更好地体现不同层次年龄阶段的兴趣爱好。在娱乐设

施上旅客除了采摘、观光、垂钓外，多数就是在农家乐打麻将、玩扑克、烧烤等，水上项目、科普项目、民族文化项目等没有

形成。因此，应以“完善旅游功能、满足游客需求、丰富园区内涵”作为景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积极打造“养生”主题建

设，让游客在参与娱乐项目中释放工作、生活、学习的压力，体验感受亲情、爱情、友情的弥足珍贵。要充分整合利用现有生

态环境、民族文化等资源，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引进一些有资历的企业对其进行投资开发，完善服务功能。

（四）加强园区规范管理

要结合实际和市场需求，制定乡村旅游管理办法等系列制度，规范经营行为，确保乡村旅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要采取

举措，引进一批高层次的旅游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来进行管理。要强化会计财务知识、安全运营、紧急救援、消防安全、文明

礼仪等业务培训和旅游政策法规知识培训，规范他们的服务操作水平。要有计划地组织培训一批乡村特色景点的导游，以及对

园区内经营农户相关业务和文明礼仪的培训，提高整体素质和接待服务水平。

（五）加快大数据平台建设

加大与全州大数据智慧旅游平台建设的联系，通过大数据实现信息的传递和实时交换，及时发布旅游资源状况、自然环境

变化、交通状况和游客消费动向等信息，提升智能导游、电子讲解、在线预订、信息推送等服务能力，让游客在蓝梦谷及全县

的旅游过程更顺畅，提升旅游的舒适度和满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