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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湘南桂北 

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研究 

刘阿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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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旅游学院 商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乡村振兴是党中央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明确提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必须要将“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总的要求。湘南桂北地区的民族特色村寨因受历史和自

身的地理环境等因素限制，在建设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分析，提出了可采取通过挖掘民族文化内涵、严守生

态保护红线、完善正式制度供给和促进全域产业融合等手段来促进当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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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桂北很多民族特色传统村寨因受地理环境等因素限制，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则能够为其提供重要政策保障。本文以湘南桂北部分村寨为例，探索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以寻找对策便于为我国其他地区少

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振兴提供一定借鉴。 

1 研究回顾 

2009 年，我国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后，有关学者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的意义、挑战和原

则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如黄柏权(2008)认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和发展是一项富有挑战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并

提出了试点工作实施的背景以及六大原则。胡祥华(2010，2011)、王仁俊(2010)等对湖北等地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学者也对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概念与分类(周健，2013)、评价指标(李忠斌，2013；赵溢鑫，2015；李杰，2016)、存在问题(郑甘甜，2013；

龙晔生，2015)、保护和建设(赵静，2013；刘志宏，2015)、发展对策(杨英姿，2011)、规划(黄东升，2011)、文化与遗产保护

(石群勇，2011；谭元敏，2016)、社区参与(陈莉莉，2011；盘小梅，2017)、产业发展(余丹，2014；赵溢鑫，2014；兰梓瑜，

2015；李忠斌，2016；刘阿丽，2021)等问题进行探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乡村振兴战略的提

出对我国乡村发展提出了新目标和新要求。 

2 湘南桂北民族特色村寨开发的典型分析 

2.1龙脊平安壮寨旅游发展历程 

                                                        
1
作者简介：刘阿丽(1984-)，女，湖北随州人，讲师，研究方向：农村区域发展。 

基金项目：2019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湘南桂北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研

究”(2019KY0829) 



 

 2 

龙脊平安壮寨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与其他龙脊村寨共被称为龙脊十三寨。平安壮寨早在 1975年就有记者对当地的梯

田进行拍摄和宣传。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更多的外国游客来到平安壮寨，但早期的平安壮寨村民主要是忙于农业生产，

当地的旅游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到 1993年，龙脊梯田被列为风景名胜区并在此开展了农业旅游业，平安壮寨也开始探索旅游业

的相关经营模式，开启了农家乐和旅馆。随着当地政府的不断扶持，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修建基础交通设施，进一步推动了平安

壮寨的旅游业发展。 

2.2井头湾村旅游资源特色及旅游发展历程 

井头湾村位于湘南地区永州市，距离江华县城约 35千米，同时与广西接壤，是一个极具瑶族民族特色的村寨，是典型的喀

斯特地貌，在其他民族村寨的示范带动下，也促进了民族文游产业的发展。2006 年，井头湾村内部的农家旅馆只有 8 家，缺乏

销售生活用品和旅游消费产品商家，具有瑶族特色的手工艺品也较稀缺，接待人数总量不多。随着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当地政府部门确定了瑶族民族特色村寨文化旅游的发展模式。 

2.3典型村寨旅游开发情况分析(表 1) 

表 1开发情况分析表 

  
平安壮寨 井头湾村 

民族特色 

服饰 壮族传统服饰 瑶族传统服饰 

建筑 杆栏式三层木楼 八字门、文昌楼等 

饮食 水酒、云雾茶等 萝卜粑、芋头糕等 

节日 半年节、红衣节等 山歌节、盘王节等 

歌舞 草裙舞、扁担舞等 瑶族长鼓等 

其他 寨老制、抛绣球等 -- 

自然风光 自然景观 龙脊梯田等 西河等 

其他 

体验式旅游 -- -- 

周边项目 龙胜温泉、龙胜十二滩漂流等 -- 

 

2.4典型村寨旅游效应分析 

两地的综合发展为当地带来了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及自然生态效应。 

2.4.1经济效应(表 2)。 

表 2经济效应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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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壮寨 井头湾村 

经管

模式 
政府+企业+村民 政府+村民 

开发

模式 
文化生态 文化景观 

正面

效应 

居民参与旅游经营的程度较高，带动了当地农家乐和宾馆的

发展，2018年的旅游总收入就超过了 9000万元 

旅游业的发展，井头湾村的传统手工艺产品迎来了商机，手

工艺的发展盘活了当地经济 

负面

效应 

因居民各自的经营水平差距较大，导致收入水平差距较大，

曾经出现过冲突事件 

旅游业的开发时间较短，但大部分瑶族居民参与旅游业经营

的积极性较高，目前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负面影响 

 

2.4.2社会文化效应(表 3) 

表 3社会文化效应分析表 

 
平安壮寨 井头湾村 

社会文

化效应 

①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发生转变②民族建筑特色显著弱化，旅游开发过度③民族风

俗出现弱化，对传统节日的重视度降低④抢客现象严重，商品价格不统一，影响

当地形象 

开发前做了较合理规划，其特色建筑

和服饰饮食文化等都得到较好的保

护 

文化保

护方式 
保护性开发 整体保护 

 

2.4.3生态环境效应分析(表 4) 

表 4生态环境效应分析表 

 
平安壮寨 井头湾村 

生态环

境效应 

①一些村民忙于接待游客，导致梯田逐渐丢荒②农家乐卫生不达标的情况比较严重

③为了改制木楼而大量砍伐树木，对当地的树林资源造成了严重影响 

①农家乐卫生状况比较差②生活

垃圾和旅游垃圾处理有待完善 

 

3 乡村战略实施中湘南桂北地区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3.1对乡村振兴战略认识不深 

调查发现，在民族特色村寨文旅发展过程中，很多主体未全面深入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内容。比如一些参与到特色村

寨文旅开发的投资主体是为获取利润回报才参与其中，大部分投资企业不关注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再比如说当地村民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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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寨文化旅游建设过程中，也主要是为获取经济收益，因此并不太关心当地生态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3.2优秀文化资源开发不足 

调查发现当地村民主要经营餐饮和住宿等生意，能够为外地游客提供的产品服务较单一，且存在严重的同质化现象。从事

传统手工业的村民少，能够制作具有深厚湘南桂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的手工艺者更是寥寥无几。使得湘南桂北地区虽然少

数民族数量较多，但民族特色村寨文化旅游的内容却单调，民族文化的体验性与互动性较弱。 

3.3文化旅游发展中正式制度安排滞后 

有很多正式制度还不完善，比如资源产权制度、管理服务制度等，使得文化旅游的发展没有有效的制度进行约束，从而造

成市场竞争秩序混乱。笔者在对湘南桂北地区的客栈定价问题进行调查时发现，很多客栈老板表示不会根据客栈的环境进行定

价，而是根据五一、国庆等重要节假日的影响来定价，在短期内或许有一定收益，但长期来看，会导致无序竞争的现象，损害

民族特色村寨的形象。 

3.4文化旅游内部及关联产业相互割裂 

首先，民族特色村寨因缺乏合理的规划，导致民族特色村寨文化旅游产业内部的相关要素间缺乏系统的联系，衣食住行等

方面的产业发展也有失衡。其次，文旅产业没有充分显现出应具备的资本要素集聚功能，资金、技术和人才严重匮乏，制约了

规模。最后，其联动效应并不明显，无法很好地与周边的地区和产业形成协同效应，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3.5村民的参与渠道过于狭窄 

民族特色村寨的旅游接待人数和综合收入面临着增速减缓的现实压力。井头湾村等民族特色村寨和其他知名景区相比，其

文化旅游的规模较小，在市场中占据的份额也较少。导致了民族特色村寨无法为当地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无法为其提供

增收渠道，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朝着城镇地区流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村寨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问题。 

4 湘南桂北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对策 

4.1挖掘民族文化内涵 

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进行培育与强化，推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复活和创新，增强主人翁意识。通过采用为

非遗传人提供更多的生活补贴等方式，让非遗传承人没有后顾之忧，通过建立文化保护监督单位或设立民族文化宣传专项资金

等方式，有效地推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其高质量发展，顺利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 

4.2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民族文化旅游的基石。首先，生态资源与文化资源之间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要树立两者共存亡的理

念。其次，在对河流项目进行开发时，要科学规划，严格监管，确保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最后，对当前的生

产生活方式进行改善，对“三废”进行集中科学处理，加强垃圾分类和公共厕所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4.3兴盛特色村寨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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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乡村振兴战略宣传力度，激发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首先，地方政府应投入更多的资金对这些传统节日、民俗民风的

内涵与价值进行挖掘与整理。其次，结合新时代的价值观，赋予少数民族文化内涵新的意义。早期湘南桂北一些少数民族就有

着父子兄弟、夫妻邻里和谐相处的传统，彰显的是少数民族的团结和善以及宽容精神。最后，对少数民族传统建筑的文化内涵

进行深度挖掘，比如一些少数民族在家里悬挂的牌位，展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之心。 

4.4完善正式制度供给 

一是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的保护，引进更多的专业性和复合型人才；二是完善社会资本保障制度，地方政府在招商

引资时要树立良好的地方形象；三是有效完善资源产权保护制度，明确参与主体的权责，解决村寨居民和投资者后顾之忧；四

是制定反不正当竞争制度，对市场行为进行适度调控；五是开发模式要受到政府的监管，保障村寨居民的合法权益；六是构建

生态补偿制度，对违反生态文化发展规律的行为及时纠正，情节严重的责令其退出；七是进一步完善利益分配机制。 

4.5促进全域产业融合 

首先，政府要出台关于湘南桂北全域发展规划，把周边乡村地区的产业也融入到整体规划中。其次，湘南桂北地区有很多

偏远村寨的人口流失严重，应将易地搬迁政策利用起来，实现空间上的聚集，发挥产业联动效应。最后，应加大扶持湘南桂北

特色村寨文化旅游发展的政策，提供或引导更多的资金和人才以及技术要素参与其中，通过联动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和产业发展，

实现产业兴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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