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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城县创建陡箸镇苗族文化风情园的调查与思考 

王鹏升
1
 

水城县高度重视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紧紧围绕“中国凉都·生态水城”的主题，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把旅游业做

大做强，丰富旅游生态和人文内涵”等系列讲话精神要求，立足本土实际，挖掘特色资源，走出一条“产业优、生态美、百姓

富”的新路子。 

一、以移民搬迁为契机，立足特色，创建苗族风情园镇 

2016 年水城县委、县政府针对该镇境内苗族同胞较多，生产生活条件较为困难的情况，为了解决一方水土养育不了一方人

的现状，决定在陡箐镇土发村建设一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把那些生活条件差、交通困难的贫困户安置到搬迁点，从而解决

他们的就医、子女入学等问题，同时政府以这次搬迁为契机，创新工作思路，创建苗族风情园。政府围绕“一寨三谷”苗族文

化园的建设，一方面使苗族同胞“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另一方面推动了山地旅游特色景区景点的发展，推动六盘水市

生态旅游发展上新台阶。此后，苗族风情园一寨（音画食尚、东关 e寨）、三谷（月牙谷、竹栖谷、凤凰谷）建设拉开帷幕。 

（一）水城苗族风情园成果展示经过一年多的建设，水城县陡箐镇苗族风情园初步形成，2017年 5月 30日，正是农历五月

端午节，我们来到这里参加了水城县陡箐镇组织的首届苗族对歌节，目睹了通过移民搬迁扶贫安置点新建成的“音画食尚、东

关 e 寨”，陡箐镇苗族文化园以“生态美、百姓安居乐业”的亮丽画卷展示在我们面前。阳光照耀下的陡箐镇土发村搬迁扶贫

安置点，树木吐翠，空气清新，错落有致的苗族民居坐落在土发苍翠的群山环抱之中，一栋栋独具民族特色的民居依山而建，

层层叠叠，仿佛置身在仙山琼阁中。 

明媚的阳光普照大地，水城县陡箐镇人流涌动，处处呈现出一片热闹景象，尤其是通往苗族文化园的街道上，来往的行人

络绎不绝、各色小吃沿路飘香，苗族文化园人声鼎沸，活动还未开始，观众就已经摩肩接踵地围在苗族文化园中心舞台旁了。

远处的观众席上早已坐满了十里八村的乡民，翘首盼着活动开幕。古韵古香的苗族文化园热闹非凡，端午节的节日氛围也随着

人流的不断涌入而愈加浓厚、热烈。 

在苗家芦笙悠扬的旋律中，首届水城县陡箐镇苗族端午对歌节活动拉开序幕。活动围绕“弘扬民族文化·彰显魅力陡箐”

的主题，汇聚了长角苗、大花苗、小花苗、歪梳苗、白苗、喇叭苗等苗族支系，给在场的嘉宾及观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少

数民族文化展演。活动旨在深入挖掘域内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彰显耐人寻味的民族文化内涵，提炼经久不衰的地方民族文

化精髓,构建区域民族文化共享平台，为决胜脱贫攻坚、同步全面小康添砖加瓦。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充分展现陡箐悠久的

历史文化及民族风情的独特魅力，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为六盘水的旅游事业开辟路径，谋求更大的发

展空间，以文化助推社会经济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 

古老的绕山仪式，充分展示了苗家节日盛装、绚丽多彩的服饰以及苗族人的能歌善舞。聪明俊秀的苗家儿女，身着盛装，

相聚花上，载歌载舞，祈祷平安，歌颂生活。大花苗的对歌《查拿》、歪梳苗的对歌《咯猜果》、芦笙舞《端午颂》、小花苗对唱

《天地合一》、大合唱《我们的名字叫苗族》等富含地域特色、精彩纷呈的歌舞，把活动不断推向高潮，将苗族多姿多彩的文化

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也为在场的观众带来了一场美妙的视觉盛宴，台上歌声瞭亮，台下欢笑不断。 

“无论何时，不管身处何处，无论度过多少时光，不管走过多少路途，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我们的名字叫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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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合唱《我们的名字叫苗族》激动人心的歌声中，首届水城县陡箐端午苗族对歌节圆满落幕。悠扬婉转的旋律,朴实入心的民

谣，唱出了少数民族同胞的智慧和心声，更唱响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陡箐苗族文化园内的“苗族文化传习所”尤其引人注目，展示了苗族五大支系的人文之美，风情之美，吸引了众多旅客参

观。苗族文化传习所为三层建筑，占地面积约 180 平方米，建筑室内面积约为 500 平方米，一楼为苗族非遗展示厅，展厅精选

水城苗族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级、省级和市级非遗项目“苗族芦笙舞”“苗族服饰”“苗族蜡染”等进行展示。二楼为排练厅和

教研室，主要开展聘请苗族芦笙、刺绣等省、市非遗传承人在室内进行传承教学活动。三楼为非遗衍生品文创研发室和洽谈室，

主要用于水城苗族文化衍生品的研发利用。苗族文化传习所不仅是水城农民画传习中心，更集水城农民画教学、研发、文创等

于一体，大力培训和研发水城农民画。苗族文化传习所的成立，对推动水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助推水城苗族文化

之花鲜艳绽放具有积极意义，彰显水城县在传承和发展苗族文化事业中，又迈出坚实一步。 

（二）搭建了“百姓富”的新平台 

目前，苗族文化生态园已建民居 33栋 167套，已有 167户 731人入住其间。陡箐镇土发村搬迁扶贫安置点借助建设“苗族

文化风情小镇”的契机，立足自身优势，将传统文化和景区、市场、旅游、饮食、娱乐等元素进行创意糅合，培育“文创+来料

加工+近郊旅游”支撑业态，真正走出一条“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好路子。 

大力发展农民画产业，以猴儿关的农民画为载体，开展培训学习，现场手工制作、作品展示销售等，在能够很好地传承发

扬农民画精髓的同时，带动搬迁户通过传统手艺自食其力。充分弘扬当地远近驰名的茨冲鸡火锅等地方口碑美食文化，采取引

进商家入驻、鼓励搬迁农户从事餐饮业等方式，打造“本土美食一条街”，逐步培育发展本土美食产业。借助水城经济开发区

的力量，组织搬迁农户到水城县经济开发区进行技术技能培训，在安置点建立扶贫加工厂，引进小工厂代生产、代加工店，依

托本地资源和区位优势，逐步建立起村寨加工作坊。充分发挥交通区位优势，依托自身独有的民族文化，大力发展高速匝道经

济，吸引消费群体，逐步形成近郊旅游产业。 

值得一提的是，陡箐镇还依托“音画时尚、东关 e 寨”开创群团创业三服务，将“农旅一体化”融入安置点整体规划，在

安置点打造苗族音乐坊、农民画坊、民族服饰坊、民族饰品等民族特色产业，充分发挥团委、妇联、工会等群团组织的作用，

在安置点建设“锦绣坊”“青创汇”“温暖帮扶超市”等服务点，解决好传统手艺人就业收入，青年创业及搬迁户生产生活等

方面的问题，使民族风吹来民族味。 

这里已经建成占地面积 1200平方米的芦笙广场，建成了长为 500米的风情一条街，建成了传承非物质文化的文化传习所，

建成锦绣坊，建成了留守儿童学习娱乐的儿童乐园，建成了青年人的创客基地，民族风情特色小镇已初步形成。民族风情特色

小镇二期工程也在积极谋划之中，规划方案已经落实。 

（三）规划建设目标创意 

土发村的党支部书记王天祥充满自信地告诉我们说:这里规划建设将定格在一个中心，围绕 e寨中心，三谷（月牙谷、竹栖

谷、凤凰谷）三个旅游规划板块，分近期、中期和远期建设目标。 

东关 e 寨—当我们身着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走在“东关 e 寨''苗族风情小镇，能够感受到“五大苗族支系”多姿多彩的

苗族文化，苗族歌舞，苗族农民画，并尽情享受以麻辣味为主要特色的茨冲鸡火锅，香嫩可□的茨冲豆腐等美食，回归苗家农

舍，喝一口浓香醇美的苗乡米酒，逗弄一下苗乡可爱的小狗，享受炊烟升起，竹影青翠的农家美景。 

竹栖谷—当我们手牵着手，行走在翠绿葱葱的竹林深处，在月光竹影之下悠闲地漫步，呼吸清新的空气，我们忘掉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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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烦恼，融入大自然中，从而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月牙谷—漫步在月牙谷，我们可以来到苗族花房，感受苗家少男少女们在朦胧月光的照耀下，谈情说爱，心动浪漫的苗家

风情，感受苗族同胞婚姻的自主自由，让万千思绪随风飘扬，开启岁月静美，七彩缤纷的无穷画卷，邂逅连绵不断美景遐思，

让我们想起了“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以及联想起苗家传说中“哈姑娘”的神话故事。 

凤凰谷—春天，当我们漫步在漫山桃花竞相争艳的凤凰谷，我们可以观赏到山上桃花盛开的艳丽美景，邂逅蓝天白云、茂

林修竹、百鸟争鸣、清泉石上流的人间美景，倾听苗家导游讲“金鸡救人”的故事，联想起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共同徜徉在金色的童话世界之中。 

总之，“一寨三谷”把生态美景、生态旅游、生态文化、生态产业融为—体，形成一幅“春看春花春绿、夏看风情浪漫、

秋看苗乡仙境、冬看非物遗产”的美丽画卷。 

二、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措施 

（一）存在问题 

水城县委、县政府抓住移民搬迁的契机，建造的苗族风情园区，为省、市、区树立了一个决胜脱贫攻坚、同步全面小康、

奋力开展“产业优、生态美、百姓富”的多彩贵州新未来的先进典型，同时创新思路，对如何结合少数民族文化特点，建立山

地特色文化旅游景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提供了经验借鉴，但是在探索及运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实

践中不断加以改进、完善和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是宣传力度不大，苗族小镇风情园知名度不高。游客量不大，还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二是风情园区内的建设

缺乏对该镇辖区内苗族五大支系文化元素的展示。看不出整个苗族园区风情特色文化的特点、特征。三是园区内的基础设施还

不够完善。园区内搬迁移民的饮用水问题、深层就业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导致有的苗胞搬迁户入住后留不住，常流

动。四是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新搬迁入户的苗族同胞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还不高。改陋习，树新风，整脏制乱还必须高度重

视，进—步加强。五是缺乏专业人才。缺乏一支常驻的苗族表演队伍，不能很好地为游客展现苗族歌舞表演。六是由于初建阶

段，还没有开通由市中心区、县中心区到陡警苗族风情园区的旅游专线公交车。 

（二）对策措施 

1.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 

组建陡警苗族生态园区管委会机构，建议为正科级单位，由专人管理园区，并且大力引进景区管理人才，网络营运人才等，

创建“东有西江苗寨，西有陡警苗族风情园”的全省苗族生态旅游品牌。 

2.加大对陡箐苗族风情园的推介宣传力度 

通过省、市、县新闻媒体、“互联网+”、微信、大型宣传牌和通过开展—系列苗族艺术节的活动吸引省内外、国内外的游

客观光旅游和消费，为搬迁的苗族同胞带来经济收入。 

3.加强就业专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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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搬迁的苗胞找到深层就业创业发展之路。如组织开展苗族歌舞表演培训班、农民画师培训班、挑花刺绣培训班、芦笙制

作与演奏培训班、苗族双语教学培训班、种养殖培训班、餐饮培训班、文明礼仪培训班、景区景点导游培训班等，并发给他们

专业培训就业合格证，让他们掌握一至两门生存技能，同时景区管委会要创造条件，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如卫生保洁员、歌

舞表演员、民族工艺制作员、景区景点导游员等，形成大众创业、百姓创新良好局面。 

4.借鉴黔东南州凯里市三棵树镇兰花苗寨的经验 

运用“三变”改革模式、组织搬迁移民培训、建设一支全员参与的歌舞表演队，采用记工分，年底分红形式,一方面表演传

承苗族歌舞，同时使老百姓在歌舞表演中得到收益，达到以旅促农、以旅助农、以旅兴农的良好效应。 

5.开展研究传承工作 

组织市、县、区苗学研究专家，对辖区内的苗族五大支系历史文化，挖掘传统习俗，开展服饰研究、图腾崇拜、苗族民间

故事、民间传说和民族音乐的调研、收集和整理，形成有音像、有图片、有书籍的文化产品。 

6.扩大景区建设 

以“音画食尚、东关 e 寨”为轴心，以苗族五大支系文化元素为特色，使陡箸苗族风情园区在贵州本部绽放出美丽的“五

朵金花”。 

一是在加强风情园景区内建设的基础上，逐步开辟出月牙谷，竹栖谷，凤凰谷景区景点，加强生态村寨的保护，在陡箐镇

苗族五大支系相对集中的村寨中开辟推介新的景点景区。如在平箐村建设大花苗生态旅游景点，在夹岩村建设小花苗生态旅游

景点，在蜂子岩村建设白苗生态旅游景点，在猴儿关村建设歪梳苗及农民画生态旅游景点，以吸引更多的中外旅客前来观光、

旅游和采风，使当地苗胞在景区景点旅游中增收致富。 

二是组织研发机构对陡箸境内苗族五大支系特色旅游产品进行研发。从单一观光旅游转向文化旅游、体验旅游,创造更多复

合型的旅游产品，让苗族文化传承，让苗族同胞致富。 

三是组织专家学者研发设计陡箐苗族风情园园徽，并安放在显著位置，在六六高速陡箐收费站出口设立大型广告牌，并塑

一尊苗族五大支系人物组成的人物雕塑，或以芦笙为特色的广场雕塑，同时风情园的每个景点，都竖立标记碑或指示牌,并对特

色建筑如芦笙广场、风雨桥、水车和苗族民居附专门的文字介绍和触摸屏介绍。 

四是提升风情园入住居民的素质，抓好道德建设和文明礼仪建设,抓好常规性的整脏治乱工作，营造一个文明、整洁、和谐

的旅游环境；让园区内的苗族同胞身着苗族服饰，展现苗家风采，并从苗族青年中培养一批优秀的导游员和旅游形象大使。 

五是建议市委、市政府开启市区内直达陡箐苗族风情园的旅游公交车,尽快解决园区内居民的生活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