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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邑小镇乡村旅游开发现状及对策研究 

鲁燕
1
 

（文山学院政法经济学院，云南 文山 663000） 

【摘 要】：可邑小镇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丰富，因彝族阿细人独特的民风民俗而具有很高的开发价值。在开

发过程中，存在开发层次低、基础设施不完善、对社区的综合带动效应弱、景区综合运营及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

通过现状及问题的分析，对可邑小镇乡村旅游开发提出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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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指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托，以乡村独特的生产形态、民俗风情、生活形式、乡村风光、乡村居所和乡村文化等

为对象，利用城乡差异来规划设计和组合产品，集观光、游览、娱乐、休闲、度假和购物为一体的一种旅游形式。我国乡村旅

游虽然起步较晚，但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发展却非常迅速。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为现代农业、新型农村的建设及发展带来了

活力，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效路径。可邑小镇位于红河州弥勒市西三镇，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较好，少数民族资源特色鲜明，在

进行旅游小镇的打造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开发过程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通过对现阶段可邑小镇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

分析，并对其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为可邑小镇的后期开发提供一些可借鉴的思路。 

1 可邑小镇概况 

可邑村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西三镇，距市区 21km。可邑村所处地区属封闭的岩溶发育高山地貌区，海

拔 1930m，四周青山环抱，空气清新，雨水充沛，森林覆盖率高，自然旅游资源丰富。可邑村已有 360多年的历史，共有原著民

193户 730人，彝族支系阿细人占 99.6%，在村落建设、传统民居、民族文化、民风民俗方面均保存完整且特色鲜明。“可邑”，

是彝语意为“吉祥之地”，这里也是著名的彝族歌舞“阿细跳月”的发祥地之一，是彝族史诗“阿细先基”流传最广的地方，

是州级彝族阿细传统文化保护区、国家级生态文化村、国家级森林旅游示范村。阿细跳月、阿细祭火、阿细斗牛、阿细摔跤、

阿细婚俗等民风民俗保护、传承较好，古朴的民族风情特色鲜明。彝族三弦舞.阿细跳月、阿细先基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可邑小镇就是以可邑村为核心，整合资源打造的旅游特色小镇。 

2 可邑小镇乡村旅游开发现状及问题分析 

2.1开发现状 

近年来，随着红河州全域旅游开发的不断深入，弥勒的交通区位优势及旅游特色得以凸显，弥勒市利用可邑小镇优美的自

然环境、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进行旅游资源整合，投资 1.9 亿元建设了景区道路、森林酒店、可邑博物馆、水景观、密枝山仙

景、弘悦酒店、帐蓬酒店、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旅游厕所、标识标牌等设施，对村容村貌进行改造提升。2017 年 4 月可邑

小镇获批成为国家 4A景区，同年 8月，可邑小镇成为我国首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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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问题分析 

可邑小镇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但因旅游开发较晚，周边区域经济发展较落后，在进行景区开发

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2.2.1旅游资源品位高，但开发层次有限。 

目前，可邑小镇以“狂欢的阿细跳月，神秘的阿细祭火，奇特的阿细婚俗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主题进行品牌打造。可邑

村历史悠久，聚居于此地的阿细人将本民族的风俗习惯较好地保留、传承，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品位较高，开发潜力大，但是现

阶段可邑小镇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方式较单一，仅限于观光游览，对当地民族文化的挖掘也不够深入，游客的体验感不

强，对市场的影响力也较小。 

2.2.2基础设施不完善，综合服务能力有待提高。 

可邑村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村民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烤烟、玉米等农作物的种植，收入来源单一。整个村子的基础设

施较简陋，服务设施、配套设施还不完善。尽管很多区域的基础设施政府已经投资修葺过，但依然不能适应现在市场的需要，

无法完全满足游客的需求。村子内能提供餐饮、娱乐、休闲等服务的商家还较少，规模也较小，不能满足多层次游客的需要，

综合服务能力有待提高。 

2.2.3景区与社区的合作面较窄，社区活力还未完全激发。 

乡村居民是传统乡村文化传承的载体，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串联起了乡村性的各个要素，并与各要素充分交融在一起形

成了区别于城市的乡村景观与文化。乡村性是乡村旅游整体推销的核心和独特卖点。可邑小镇的开发虽然给部分村民带来了相

应的工作岗位并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但是景区与社区的合作面较窄，社区的整体活力还未完全激发。 

2.2.4景区综合运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可邑小镇营销手段、宣传方式较单一，品牌效应及影响力较小。景区的打造与村落没有形成有机的协同发展，景区的整体

运营缺乏与周边旅游目的地、景区、景点的有效互动，形成单打独斗的局面，不利于区域整体品牌的塑造。同时，互联网时代

背景下，景区智慧旅游平台的建设尤为重要，目前景区的旅游信息化平台建设滞后，不利于景区的有效发展。旅游专业人才的

匮乏也是目前景区发展中的一大限制。 

3 可邑小镇乡村旅游的开发对策 

3.1深入挖掘地方文化特色，丰富旅游内容及形式 

可邑村拥有阿细跳月、阿细先基两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原著居民中阿细人占了 99.6%，悠久的民族文化使得当地的文

化旅游资源独具特色。在旅游开发中，充分利用民族节庆、节日及相关的习俗活动、农业节气、节令等定期开展相关的旅游活

动，增加游客的旅游体验及满意度，提升景区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同时，可以通过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人、当地民俗传承人（如

毕摩）、村民讲解员的培养和支持，让更多的当地居民参与到可邑的旅游服务、旅游展示中来，一方面让地方的民族文化有一个

活态的展示，丰富旅游内容及形式，另一方面可以促使形成民族文化传承、旅游开发、村民受益的有效机制，以促进该地乡村

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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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合理借力，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高景区综合服务能力 

可邑小镇随着国家 4A景区、全国首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获批，以及弥勒市特色旅游城市的创建，能够享受到的政策是越

来越好的，景区发展应该与所处区域相匹配，寻找合作的机会与相应政策的支持，不断拓宽资金渠道，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

高景区综合服务能力。 

3.3扩宽景区-社会的合作范围，整合区域资源，形成互利共赢的良好态势 

可邑小镇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内生力在于当地的阿细人，只有寻求景区-社区-居民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机制，才能激活可邑

小镇社区的整体活力。从可邑村的土地构成看，该村的耕地较少，林地居多，其中仅 10%左右的林地为经济林果地，主要种植核

桃、桃等经济林果，剩下可用于整体规划的林地较多。可邑村可以结合当地水热条件及土壤特性，引导村民进行规模化的经济

果林的栽种，而后可以开展一些生态采摘的项目，既增加游客的旅游体验，又使村民受益。可邑村四周群山环绕，独特的喀斯

特高原地貌为一些户外扩展训练、户外运动休闲活动提供了天然环境，可以与当地民族体育活动相结合，开发相应的户外运动

休闲项目及线路。同时，可邑村的民族文化特色鲜明，对游客的吸引力较大，应该深入探索景区-社区-村民-游客的互动模式，

实现相关利益主体互利共赢的良好态势。 

3.4创新管理理念，健全管理机制，提升景区综合运营、管理水平 

发展乡村旅游，必须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道路。同时，乡村性是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根本，

乡村性既体现在乡村环境、村容村貌、村落建筑等乡村景观上，又体现在居民生活形态、民风民俗等乡村文化上。必须按照“保

留、传承、发展可邑的乡村性”理念来做好可邑小镇的乡村旅游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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