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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农村民族节庆旅游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以贵州麻江县为例
1

刘运辉

（中共麻江县委党校，贵州 麻江 557699）

【摘 要】：民富国强，恒古之愿，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不断腾飞，人民生活日益美好，人们更

热爱宁静美好的田园生活，追求新、奇、美、乐的民族节庆活动，致使农村民族节庆旅游盛况空前。以贵州麻江县

民族节庆旅游为例，归纳了民族节庆的主要成功案例，分析民族地区民族节庆旅游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和

改进的对策思考，希望引起大家关注，共同为“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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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麻江县民族节庆旅游的主要做法及成功案例

1.1主要做法

由于历史及地域原因，麻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所以原生态的民族文化保存比较完整，特别是原汁原味的民族节日资源

极为丰富，近几年来，麻江县委县政府紧紧围绕“守住两条底线、用好两个宝贝，打造国内外知名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这一

主题，采取“政府引导、民众参与、社会支持”的原则，加大投入、积极办好民族民间节日活动，加大民族节庆的挖掘、传承、

保护和开发力度，提高人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使很多民族民间节庆得到了发展。

1.2成功案例

1.2.1 摆仰芦笙节。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日、十六日，麻江县的摆仰苗寨，都要举办“摆仰芦笙节”。1992 年这个村成为

贵州省东线旅游的民族村寨之一。

1.2.2翻鼓节。每年农历二月的猪、牛或龙场天，麻江县宣威镇卡乌村都要举行为期三天的翻鼓节，节日期间，宣威镇卡乌

村及周边村寨苗族村民们欢聚一堂，举行踩鼓舞、斗牛、唱苗歌、划龙舟比赛等文娱活动。

1.2.3四月八节庆。每年以畲族为主的“四月八节日庆”，麻江的畲族粑槽舞已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1.2.4仫佬年节。“仫佬年节”又称“仫佬人的春节”，每年农历十月的第一个“卯”日，麻江县宣威的基东村、翁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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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偿村、琅琊村、中寨村等都要举办仫佬年节庆活动，活动内容有挑水、包火种，祭祖先、打糯米糍粑、酿酒、杀鸡、宰鸭、

蒸鱼等，上万人参与，热闹非凡。

1.2.5 瑶族过冬节。麻江县河坝瑶族村，在每年农历的十一月第一个寅（虎）日开始举办持续 3〜5天的瑶族过冬节，节日

期间，各村寨举行隆重的杀牛祭火神仪式（汉族称“打保寨”），祈求火神保佑全寨来年人丁兴旺，风调雨顺；部分村寨还举

行跳芦笙、斗牛、斗鸟、赛歌等活动。

1.2.6“冬至”“五月二十八日““六月二十四”节庆。农历“冬至”节也称“祭祖”节，四月初八是“牛王”生日，各布

依族农户都仿“牛王菩萨”穿的红、黄、蓝、白、青、绿、紫“七色”衣，蒸制花糯米饭，备办酒肴为“牛王菩萨”祝寿，对

耕牛喂“甜酒、饲精料，让牛休息一天。”农历五月二十八日，五寨马道边、高枧在农历六月二十四都要举行山歌集会，为男

女青年提供对歌结缘良机，会期举行场面壮观的斗牛、赛马、芦笙、情歌对唱、民族歌舞、篮球、摩托车赛、“背老婆过烂田”

等各种文体活动。参加人数达上万人。

1.2.7油菜花节。油菜花节是麻江县乐坪村布依族新兴的一种民族节庆活动，在每年 3月油菜花开之际举办，活动内容丰富

多彩。吸引周边百姓上万人参加，创收 10万余元。节庆活动被光明网、人民网、贵州民族网等报道。

2、民族节庆旅游存在的问题

2.1基础设施滞后

一是交通不畅，特别是举办节庆的地方，有时短短 1km 路，要近 2 小时才走通；二是住宿条件不完善，旅游住宿紧张，有

许多民族村寨的住宿条件简陋，同时饮水供应也有许多不便；三是饮食卫生有待改善，卫生意识淡薄，当节庆退后，满地果皮

纸屑、油污柴火，令人堪忧；四是场地方面，由于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很多人都喜欢参加民族节庆活动，一则是交友、二则

是寻找民族精神体验，所以各地举办的民族节庆多达万人以上，这些，都需要当地政府加大硬件设施的投入和科学合理的安排

管理。

2.2民族文化挖掘不深

麻江民族节庆还存在着许多保存良好或有待挖掘的文化内涵，了解为什么这种民族要在这段时间举行民族节庆，有着怎样

的民族背景，在举行的活动中，应该围绕民族文化内涵去扩大活动内容和范围。

2.3民族节庆旅游产品单一

许多民族节庆，特别是乡村举办的民族节庆，虽有许多值得挖掘的文化，但投资不足，挖掘的民族文化精品极少，没有充

分地发掘出它的底蕴和内涵，特色不鲜明。

2.4有效管理力度不够

就目前倩况，麻江缺乏专业服务机构和人才，节庆期间管理混乱，如在节庆活动中，常出现道路拥堵，节庆活动市场环境、

人文环境较差的现象，感受不到浓厚的地区民族节庆特色文化氛围。

3、民族节庆旅游的对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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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管理

一是重要节庆活动主要场地的干线公路要拓宽建设，活动期间安排专人疏导交通，规范车辆的通行，保障交通的通畅，并

开设有效的停车场，保障停车，留住游客；二是保障活动地点水电、通信、卫生等服务设施的稳定；三是加大民族节庆活动的

场地设施设备的建设，根据各民族文化内涵根源开展活动，根据活动内容配备相应的活动设施，保障游客来得通顺，玩得开心，

住得安心，增加民族节庆带来的经济效益。

3.2加强民族节庆调研力度，找准推动旅游资源

要推动节庆旅游，就要加大调研力度，盘清民族节庆旅游家底，挖掘潜能、找准旅游资源。形成研究合力，群策群力把握

航向、找准发展挖掘民族节庆内涵的资料和方法。

3.3营造浓厚氛围，加大宣传促销力度

3.3.1利用好大数据平台，拓展宣传范围，有力促销民族节庆，实现“村村通宽带”建设，加快各民族节庆地区无线热点建

设。

3.3.2充分运用各种广告，大力宣传民族节庆，充分利用各种广告宣传，实施旅游广告策略，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3.3.3借助名人效应，加大宣传影响力。要有效推动麻江民族节庆旅游，相关部门要积极与国家相关部门联系，借助名人的

影响力多视角、多角度挖掘、展现和推介麻江的民族节庆活动，发展旅游。

3.3.4摄制影视作品，助推节庆旅游。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的宣传力度，在每次举行民族节庆时，在电视网络等媒体上滚动播

出展示，有力提升麻江民族节庆的影响力，助推民族节庆旅游。

3.4围绕优良文化拓展活动内容

“不改初心，方得始终”，这是发展民族文化的基点，在民族活动中要从深度挖掘、甄别、宣传、弘扬麻江各民族节庆中，

彰显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内涵。

3.5加强民族节庆旅游产品的设计研究

因民族节庆期间，多则几十万人，少则几千人，正是推销产品、进行商业贸易的绝好机会，有力推动民族节庆的发展。

3.6加强民族节庆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在每个民族节庆里寻找民族文化传承人，政府可拿出资金，资助开展授徒传艺、教学、交流等活动，培养青少年学生对传

统民族文化的兴趣，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传承环境，加强民族节庆文化遗产的传承力度。

3.7加强旅游开发管理，保护原有特色风貌

省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决不走“守着绿水青山苦熬”的穷路，决不走“以牺牲生态环境

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歪路，坚定不移走百姓富、生态美两者有机统一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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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加大培训力度，注重节庆的文明规范

一是注重旅游培训。对有民族节庆地区城镇领导，村两委负责人，旅游管理部门，村名等都要有计划地加强培训力度，从

民族节庆开展方案的拟写，节庆活动开展的每项细节管理；二是加强管理。如加强民族节庆旅游区的社会治安、社会秩序、道

路交通疏导、活动纪律等管理，特别是下大力气对农村脏乱差的管理，彻底改善农村的环境，在家庭清洁和卫生习惯方面提出

更高的要求，这样客人才能在舒适的基础上获得不同于城市的愉悦体验，获得长远的吸引力；三是提高服务质量，提高当地服

务人员、居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做到热情、文明、好客，从说话、穿着、行动等都要反复纠正、互相监督，形成文明常态；四

是建设专业的表演队伍、专业的导游队伍、专业的解说文化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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