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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使雷山迎来旅游业的春天
1
 

潘定发 

1978年 12月，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部署，开启了改革

开放的大幕。在改革开放的思想指导下，20世纪 80年代初，雷山县开始兴起了旅游业。 

三十多年来，中共雷山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和黔东南州委、州人民政府的指示，立足于雷山

县无矿产发展工业的实际，充分发挥本县具有丰富的原生态民族文化和良好的绿色生态文化两大优势提出“生态立县、文化兴

县、旅游强县”的发展战略，并把“旅游强县”作为重点发展战略来抓。深耕苗族文化内涵，积极推行“一业带三产”（旅游业

带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发展模式，文化旅游业已发展成为消除贫困和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一、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历程 

1982年，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西江千户苗寨为乙类农村旅游对外开放点。1986年，贵州省文化厅派员对郎德苗寨进行考察

后拟报建“苗族露天博物馆”。这一提议得到时任县委书记余金才的重视，指派县有关部门 4人到郎德上寨调查并写出《郎德上

寨简介》。不久，省文化厅下拨人民币 9万元修繕了寨门、杨大六文物陈列室、寨内道路、芦笙铜鼓场等，使之形成一个旅游景

点。同时，县民委也拨款 3万元给西江千户苗寨修建电影院、便民桥及铺平一公里的街道、建民族招待所等设施。 

1987 年以后，省、州党政机关下发文件，明确雷山县的一山（雷公山）两寨（郎德上寨、西江千户苗寨）为贵州东线民族

风情旅游景点。并把郎德上寨作为外宾和中央及省区市领导人视察点和游客观光景点。 

1990 年代初期，县里设立了县旅游局。按计划逐年开辟除一山两寨外的民族风情观光旅游点，如掌坳铜鼓舞村、新桥超短

裙锦鸡舞村等。不久，雷公山国家级森林公园被中央有关部委的命名，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 

进入 21世纪以后，在省委、省人民政府提出“贵州旅游大省”和黔东南州委、州人民政府提出“旅游活州”战略的鼓舞下，

雷山县也将“旅游兴县”改为“旅游强县”，雷山县从 2000 年起至 2017年在每年 11月中旬都举办苗年（2009至 2012 年加苗族

鼓藏节）文化节庆活动。特别是 2008年 9月省第三届旅发大会在西江千户苗寨召开，使雷山县旅游业和苗族文化产业得到迅速

发展。 

2016年 2月雷山县被列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创建示范县”后，县党政领导于 5月 23日出台了《雷山县创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实施意见》，对创建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组织保障等提出了要求，全面扎实推进全域旅游的发展。 

二、发展旅游业取得的成绩 

（一）民族文化旅游带来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 

1. 游客人数和旅游综合收入在逐年增多 

1994 年游客只有 0.6849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7.25 万元；2000 年游客 1.22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97.85 万元；2005 年

                                                        
1作者简介：潘定发，男，雷山县苗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博物馆苗族文化雷山研究中心原特约研究员。 



 

 2 

游客 17.3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3408.1 万元；2008 年游客 103.22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2.85 亿元；2012 年游客 293.72 万

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21.49 亿元；2015 年游客 578.65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47.2 亿元。2017 游客 1008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

入 86.72亿元。旅游业的发展，产生了一产带多产的发展效果。 

2. 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促进各项产业得到兴旺发展 

（1）发展旅游业要具备基本的交通通达性。便利的交通可以让乡村周边的游客方便快捷地进入，于是就促进交通网络的建

立。1978 年时，全县公路总里程只有 211 公里。自 2000 年大力发展旅游业后公路总里程在逐年增加。2008 年，全县公路总里

程达 1004公里，是 1978年的 4倍多。初步形成了公路交通四通八达的网络。2013年城乡路网工程建设加快。2014 年投入资金

2.5 亿元完成通村油(水泥)路建设 384公里，维修改造省道、县乡干道 78公里，全县 154 个行政村中 134个实现通油(水泥)路。

2015 年 12月凯雷高速公路通车。2015年在村村通的基础上又实施组组通工程。2018年将基本达到组组通。 

(2) 推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例如促进了茶叶、畜牧、山野菜、果品、中药和苗药材“五大产业”的建设。2014 年围绕旅

游业抓农业、特色轻工业、天麻、蔬菜、黑毛猪、林下鸡、杨梅、葡萄、折耳根、金花淑等绿色产业，从事这些产业的农民接

近 6万人，创下产值 10多亿元。2015年成功地创建了国家级出口茶叶质量安全示范区，是贵州省当年唯一申报成功的县。2017

年有机茶园认证 615 亩，雷山银球茶商标被评为 2017 年度消费者最喜欢的茶叶品牌。农业增加值完成 8.64 亿元，增长 6.9%。

新增州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家。粮经比调整为 33:67。特色工业经济持续向好。启动乌开工业小区第二期基础设施和冷

链物流仓储中心建设，完成年产 1万吨坚果炒货技改、年产 30万立方混凝土等项目建成投产。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完成网络交

易 8000万元。 

(3) 促使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据有关部门统计，从 1978年到 2008年，全县生产总值由 0.21亿元增加到 6.01亿

元，增长了 27.62倍。2013年全县生产总值完成 17.41亿元，同比增长 17.2%。全县财政收入由 1978年的 94.46万元增加到 2008

年的 5911万元；2013年财政总收入完成 2.81亿元。2015 年财政总收入突破 3亿元。2017 年财政总收入完成 3.59 亿元。 

3. 乡风文明建设得到不断加强 

随着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不断加强对苗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开发，加强对 58 个中国传统村落和 18 个国家级民族特色村

寨全面保护工作。深入挖掘苗族农耕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作用。

不断培育优良家风，积极推进“厕所革命”，使乡风民风美起来、人居环境美起来。 

4. 随着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使村民们逐渐过上了生活富裕的日子 

加快推进农村小康业、路、水、电、讯、房、绿、寨“八个小康行动计划”，加强农村步道硬化、路灯安装和美化绿化工作，

扎实推进农村清洁风暴行动，让农民生活更富裕起来。2014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064 元，比上年增长 15.2%;2017 年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8375 元，比上年增长 10.8%。由上可见，乡村旅游的发展切实地让当地村民和社会获得了实实在在的

收益，只要不断地在发展积累，就会实现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农民“生活富裕”要求。 

5. 发展文化旅游业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突破口 ' 

雷山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从 2011年起，雷山把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培育，整合资金 16.4亿元，用于旅游扶贫。

据统计，在雷山“十二五”时期减少的 2.45万贫困人口中，其中依靠文化旅游脱贫的就有近 2万人。文化旅游成为该县脱贫攻

坚的突破口。2015 年该县减少贫困人口 0.83 万人；2016 年继续巩固提升整县省级标准“减贫摘帽”成果，减少贫困人口 7693

人。2017年全县减少贫困人口 2200户 8963人，13个贫困村出列，贫困发生率从 2016 年的 19.59%下降到 13.50%。全县还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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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 5462户 18681人。2018年，根据省、州党政领导的指示，全县人民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努力奋斗，必将按期完

成脱贫摘掉贫困县帽子的艰巨任务。 

（二）促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 

1. 获得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要想从根本上推进文化旅游经济发展从而又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必须主动向上级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才能

使全县各级领导和人民有自觉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截至 2017年底止，入选国家级的有苗族芦笙制造技艺、苗

寨吊脚楼营造技艺、苗族银饰锻制工艺、苗绣、苗族织锦技艺及苗族鼓藏节、苗年、苗族飞歌、苗族医药.骨伤蛇伤疗法、铜鼓

舞和芦笙舞、仰欧莎和苗族贾理等 13项，以县为单位，雷山是全国第一；入选省级的有苗族酒礼歌、苗族服饰、嘎别福、苗族

招龙、苗族三月坡、苗族扫寨、苗族吃新节、苗族古瓢琴制作技艺和苗族古瓢舞等 9 项；入选州级的有苗族木梳制作技艺、苗

族婚俗、苗族祭岩妈岩爹、苗族米酒酿造技艺和雷山土陶瓷器制作技艺……等 25项。此外，还有 400多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2. 许多村寨获得中国传统村落和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称号 

2005年一 2009年，由县文化、县民族工作部门牵头多次在县苗学会中抽调人员组织队伍，调查全县的民族传统村落及特色

村寨，并于 2010年 11月由中央民大出版社出版了《走进雷山苗族古村落》专辑。向国内外展示了 101个各具特色的民族村寨，

其中 2012 年至 2017 年先后有 58 个村寨被国家列为保护的中国传统村落和 18 个民族村寨被国家列为保护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 

3. 许多景区获得了好名声 

2001年 6月和 7月国务院分别批准郎德上寨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和雷公山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4 年至 2018年

雷山县及其县城、西江、郎德等一些景点先后被中央有关部门评为“中国十大最好玩的地方”“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北京奥运

火炬传递最精美线路”“中国最美的小城”“中国王牌旅游目的地”“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2018 全国十佳文化旅游

名县”。2018年西江景区获得“中国文化生态景区”称号等等多个荣誉称号。 

4. 认定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要持续推进文化旅游业就必须要培养一支本土的民族文化传承人才队伍，才能在挖掘、保护、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工作中起到根本作用中并不断做出新的工作成效。 

2005年一 2017年，县文化、县民族工作部门牵头多次在县苗学会抽调人员组织队伍，调查全县的民族民间文化传承艺人。

截至 2018年 5月底止，经县、州、省和国家有关部门逐层审批，雷山县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45人，其中国家级 4人、

省级 8人、州级 22人、县级 211 人。目前获得州、省和国家级传承人殊荣并得到一定的保护传承工作的生活补贴，从而更激励

他们的传承工作热情，勤奋地投入到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 

三、各级党政的正确领导是取得成绩的根本保障 

省、州、县各级党政领导都十分重视抓好以下工作： 



 

 4 

（一）制定出各种规划 

如《雷山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雷山县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西江苗寨综合性修建性详细规划》《郎德苗寨旅游详规》《雷

山县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等等。 

（二） 多方融资 

实现文化旅游产业投资的多元化格局。 

（三） 打造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知名文化旅游品牌 

如用“千户苗寨西江”品牌可产生出“到云南看丽江，到贵州看西江”的效应。 

（四） 采取公司经营、现代企业经营旅游市场，广泛吸纳文化旅游人才、拓宽宣传营销、加强管理等举措来增强市场

竞争力 

例如西江千户苗寨文化旅游发展公司强化职责，统筹西江景区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工作，并做到“政企分开”。 

（五） 制定好政策，激励农户参与，共建共融共享 

2009年出台了《西江千户苗寨民族文化保护评级奖励办法》，县政府决定从门票收入中提取 18%建立奖励基金，对保护原生

态苗族文化的吊脚楼民房等进行评等次给予相应奖励。按照规定，文化保护费的发放以户为单位，受益多少取决于吊脚楼保护

的程度，吊脚楼越古老，保护越好，拿到的保护经费就越多。2009 年 7 月，有 1178 户农户领到了最高的为 1521.5 元的首笔民

族文化保护奖励金。2010 年至 2016 年每年分别发 150 万元、530 万元、848 万元、1240 万元、1488 万元、2200 万元、2500 万

元。其中 2016年户均为 17400 元。每年分上下半年各发放一次，每次发放都有明确的规定，全程都有村民代表的参与和监督。

农民尝到发展旅游的甜头，激发了群众保护传承苗族传统文化的自觉性。 

（六）加强宣传推荐，开拓客源市场 

1. 年年举办大型的苗年文化活动。从 2000 年起至今，每年 11 月中旬都举全县之力，多渠道投入资金连续共举办 17 届

大型的苗年（2009 至 2012 年加鼓藏节）文化活动（1 周至 1 月）。在县城设主会场举行游行和开幕式。在相关乡镇设分会场，

把游客吸引到各具特色的农村。通过活动，把雷山苗族多彩的原生态文化向州内外、省内外、国外进行展示。游客和人类学专

家来雷山的人数逐年大幅度增加。在节日中还举行经贸洽谈会，每年引进数千万元的项目资金和订售雷山土特产、旅游产品的

资金。通过节日活动，加大了对雷山旅游的宣传力度。 

2. 由于省、州、县党政领导的努力工作，又获得了两大成果：（1）2008年 6月 13日，北京奥运会火炬贵州凯里市传递

起跑仪式在郎德上寨的成功举行。通过这次影响国内外的活动，进一步地提高了雷山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游客来雷

山。同时，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完善。完成了对郎德的二次开发项目，投资 400 万元给郎德下寨修建“休闲度假村”招商项目

工程。（2）2008年 9月 26日，贵州省第三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西江的成功举办。在全县和西江景区实施的大量项目投入 1.8

亿余元。仅在西江主会场就实施 26个项目。完成公路沿线村寨的环境整治，旅发大会的主会场、西江苗族博物倌、河滨道房屋

景观、水上景观、小学搬迁、风雨桥、寨内饮水及消防系统工程、寨内步道及排污、三线下埋工程、河滨步道、灯光系统、旅

游公厕、农业观光带、绿化工程、西江环线公咯、农家乐改造、鼓藏头、活路头景观点、农家陈列室改造、西江观景台建设工

程、西江寨内的标识系统建设等项目，同时在县城实施 6大项目。2009年 11月 29日，在中国最美的小城科学发展高峰论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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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山县城凭借苗族文化特色建筑、优美别致的城市环境、丰富厚重的苗族文化、自然和谐的苗寨群落脱颖而出，荣获“中国最

美的小城”称号。 

3. 雷山县领导还分别组织到京、沪、穗、渝、筑等地通过演出、召开新闻发布会、走访、发放资料、邀请不同区域的旅

行社等中介机构进行座谈等多种形式组织对外宣传促销，使雷山对外影响力进一步得到了增强。 

4. 雷山每年都筹资先后出版了《雷公山的传说》《苗岭之巅》《雷公山奇观》《蚩尤魂系的家园》《西江千户苗寨历史与文

化》《中国的千户苗寨一西江》《走进雷山苗族古村落》《雷山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文本专辑》《雷山苗族文化与旅游丛谈》《雷

公山苗族酒歌选译》《雷山旅游与文化》《山情•水韵•苗寨风》《雷山苗族鼓藏节》《雷山苗族医药》《雷山苗族服饰》《雷山苗族

芦笙词曲选辑》《雷山县乡土文化教材》等 50 多本书及各种农产品的宣传资料，同时还充分借助网络、广播电规、报刊等宣传

媒体平台，多管齐下地对雷山旅游进行全方位宣传，为提高雷山的知名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5. 制作光盘。如《苗岭之旅》、历届《苗年》活动、《雷山无语》等等光盘，广泛地向大众宣传雷山的民族文化和自然风

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