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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1世纪初旅游需求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这为贫困落后地区大力发展旅游业，摆脱贫困提供了良好

的契机。平塘县处于中亚热带岩溶地貌区，经济落后，但旅游资源丰富多样。运用实地调研、走访等方法对平塘县

旅游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在明确平塘县旅游资源类型、特征、开发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平塘县旅游资源

开发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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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初，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收入的增加，旅游需求呈现急剧增长的态势，这为贫困落后地区依托自身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旅游业，摆脱贫困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平塘县位于贵州省南部，经济发展水平低，极度贫困，但境内旅游资源丰富、

独特，有极具观赏性的喀斯特地貌天坑群；有被称之为“国之重器”的世界上现役最大口径、我国自主建设的射电望远镜；有天

赐珍宝“藏字石”；有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布依族、苗族、毛南族等)民俗文化；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牙舟陶文化等等。21

世纪初，平塘县政府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利用旅游助力当地脱贫，但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产品质量低、相

对单一、专业人才短缺等问题，这些制约了平塘县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如何对平塘县旅游资源进行合理开发，成为政府、学者

急需解决的难题。所以，开展“平塘县旅游资源开发研究”十分必要。 

1 平塘县旅游资源分类、评价 

按照旅游资源国标分类方法，对平塘县旅游资源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利用国家标准对平塘县旅游资源单体进行打分、分

级。 

1.1类型 

平塘县境内目前有 150个旅游资源单体，这些单体覆盖了地文景观、遗迹遗址、人文活动等 8个主类，综合自然旅游地、野

生动物栖息地、交通建筑、地方旅游商品等 22个亚类和山丘型旅游地、峰丛、悬瀑、林地、历史事件发生地、塔形建筑物、传

统与乡土建筑、菜品饮食、现代节庆等 83个基本类型。 

1.2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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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塘县旅游资源评价如下：①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样。经普查平塘县目前有 150个旅游资源单体，总体非常丰富；150

个单体覆盖了 8个主类，22个亚类和 83个基本类型，说明了平塘县旅游资源类型多样；②旅游资源以自然景观为主。150个单

体中，自然景观 91 个(占比 61%)，人文景观共 59 个(占比 39%)，说明平塘县旅游资源以自然景观为主；③旅游资源品质较高。

150个单体中，五级 4个，占比 3%，四级 11个，占比 7%，三级 54个，占比 36%，二级 51个，占比 34%，一级 20个，占比 13%，

未获等级 10个，占比 6%。优良级旅游资源占比 46%，说明平塘县旅游资源品质较高。 

2 平塘县旅游资源开发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平塘县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2.1.1景区建设格局基本完成。 

目前，平塘县已开发形成了“三天”奇观(“天眼”即我国自主建造的世界第一射电望远镜、“天坑”即平均深度 300～600m

的喀斯特天坑群、“天书”即来自 2.7亿年前古生物海洋沉积原生态的形似“中国共产党”几个大字的巨石)、卡蒲毛南族原汁

原味民俗风景区、亚热带自然风光甲茶风景区、城与水巧妙结合的“玉水金盆”旅游区等众多景区景点。这些景区景点搭建了平

塘县旅游发展的基本骨架。 

2.1.2独具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 

平塘县立足于当地自然以及民俗文化资源优势，开发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如蜡染刺绣、毛南族医药香囊、民族服装

(毛南族、布依族、苗族)、包饰、鞋垫(刺绣品)、牙舟陶工艺品、平塘茶叶、编织、石刻、木刻、根雕、面塑、剪纸、乌骨鸡、

皱皮线椒、百香果等。大部分商品不仅具有较好地艺术观赏性，而且很实用。 

2.1.3产业地位逐步提升。 

近年来，当地政府为了发展旅游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不仅加大了景区规划、建设与整合力度，还制定了

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政策。2017年平塘县旅游总收入 102.49亿元，同比增长了 55.1%，共接待游客 1274.1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68%。其中，入境的游客有 16883人次，同比增长了 115%；省外游客 868.9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62%。 

2.2平塘县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2.2.1旅游产业要素配置不合理。 

平塘县旅游产业要素整体配套不合理，表现为目前平塘县的星级酒店较少，且大多在县城内，距离 A级景区较远，而景区及

周边区域酒店数量虽多，但多为当地民宿，房间数量少，等级低，服务质量差；景区及周边没有娱乐项目及设施；没有专门的旅

游商品销售店。这些都阻碍了平塘县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及旅游业的发展。 

2.2.2旅游营销力度与宣传薄弱。 

旅游业在平塘县的发展目前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平塘县对旅游业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但下属乡镇对旅游重要性

的认识不足，工作积极性不高，宣传营销方式不够新颖。由于资金与经验不足，对外的推广与宣传反响不大，无法有效的吸引游

客，主要体现在重点景区介绍不详细，旅游宣传片质量不高，不能反映景区特色，旅游营销大多借助电视，渠道相对单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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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旅游产品质量低，相对单一。 

平塘县旅游产品质量低，相对单一。主要表现在旅游产品内容老化，对传统的旅游产品一直保留开发后的原始面貌，没有根

据实际的市场需求进行创新、升级；其次，产品的参与度和娱乐性较低，如游客在甲茶景区只能看山、看水、看竹子等观光活动；

再次，现有的旅游纪念品价值层次低，旅游消费者很少购买；还有，平塘县旅游产品主要以观光为主，康体、会展、研学等专项

旅游产品较少。 

2.2.4景区开发缺乏深度、缺少特色。 

平塘县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资源开发条件较好，但除天眼外，大多数景区开发缺乏深度、缺少特色。如卡蒲毛南族原汁原味

民俗风景区、亚热带自然风光甲茶风景区只是重点开发了观毛南族村寨、赏自然美景等初级旅游项目，而体验毛南族民俗风情、

茶文化的高层次旅游项目较少；没能很好地围绕毛南族原汁原味民俗设计旅游项目，与其它少数民族景区无较大差异；甲茶风景

区没能将优美的自然风光与茶文化紧密结合，等等。 

2.2.5旅游专业人才缺乏。 

平塘县处于贵州省南部，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县内旅游专业人才十分短缺，除天眼景区外，其它景区的服务人员大部分都

是当地的百姓，只经过简单的上岗培训，对专业知识的了解程度不高，因此，服务技能、服务质量较低，服务意识不强。现如今

各式各样旅游方式层出不穷，如美食旅游、节庆旅游、研学旅游等，这些都对旅游服务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平塘县旅

游专业人才短缺，限制了其旅游资源开发及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3 平塘县旅游资源开发的对策 

3.1加强旅游人才队伍建设 

当前制约平塘县旅游资源开发的一大瓶颈是旅游人才短缺、素质低。针对这一问题，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定期邀请

旅游管理专业高校老师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旅游管理人员对区域内的旅游从业人员进行岗位培训，对培训考核合格的人员颁发

证书，并录入地方人才系统，以提升从业人员的服务水平；其次，提供优厚的人才引进待遇，从县外引进高水平的旅游管理专业

人才；再次，选派有潜力的工作人员去省内外知名高校旅游管理专业进行培训，以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与业务能力。 

3.2加强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 

旅游业离不开宣传，好的宣传往往会给旅游目的地带来更好的发展机会，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平塘县具有很多优质的旅游资

源和景点，除天眼外，其它旅游景点的知名度均较低，因此，平塘县今后必须加大景区景点宣传，并创新宣传方式。首先，利用

自媒体，拍摄新的旅游宣传小短片，通过新媒体手段如快手、抖音、微信、微博、QQ 等网络平台进行线上宣传，增加平塘县旅

游景点的曝光度；其次，加大与不同级别电视、广播电台的合作，制作本地区旅游宣传片进行定期播放；再次，积极“走出去”，

实地推介平塘县旅游景点，并参加国内旅游促销会；最后，平塘县各旅游相关行业必须把游客当“上帝”，提供优质服务，增加

游客的满意度，让游客自发在朋友圈对平塘县旅游景点进行宣传。 

3.3进一步完善旅游产业要素 

首先，完善交通设施。进一步完善县城至各景区(点)、景区(点)与景区(点)之间的交通，提高通达性；其次，加强酒店与饭

店的建设。酒店与饭店的建设既要注重数量，也要强调质量，两头都要抓，以满足不同层次客人的需求；再次，在景区、县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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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旅游中转点(火车站、汽车站)、酒店等设置旅游商品销售店，以满足游客购物的需求；最后，结合当地少数民族民俗，如歌

舞、节庆等开发独具地方特色的娱乐活动，以满足游客娱乐需求和体验需求。 

3.4挖掘文化内涵、丰富产品类型 

平塘县具有独特的地方文化，对游客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在旅游资源开发中需将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以丰富旅游产品类

型，提高旅游产品的质量。如利用当地的少数民族民俗开发民族服饰制作、刺绣、蜡染、竹编等特色旅游商品，举办歌舞表演、

婚俗等娱乐活动，并且在开发的过程中注意设计游客参与环节，以增强游客的体验性；利用天眼，结合南仁东先生的事迹，开展

研学旅游，对游客进行科普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开发甲茶风景区时应围绕茶进行，在茶园观光的基础上，拓展采摘、品茶、研

学等项目。 

3.5加强区域旅游合作 

平塘县紧邻贵州旅游发达的荔波县。荔波县旅游业起步早、知名度高、旅游开发及营销经验丰富，所以平塘县应加强与荔波

县的旅游合作。首先，与荔波县有实力的旅游公司合作，共同开发本县旅游资源，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其次，与荔波县联合，

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如开发“荔波小七孔—天眼—甲茶”观光游、“天眼—茂兰喀斯特原始森林保护区”研学游等，通过与荔波

县联合，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拓展客源，提升平塘县的知名度；再次，邀请荔波县有经验的旅游管理人才对本县旅游资源开发、

市场营销给予指导，并对旅游从业人员进行培训。 

3.6强化环境治理和保护意识 

旅游开发需要良好的环境，不仅包括山青水绿的自然环境，也包括井然有序的社会环境。首先，对于当地百姓和游客，可以

利用村里的广播站，循环播放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及措施、破坏环境的处罚规定，以强化当地居民及游客保护环境的意识；其

次，完善“三废”处理设施，对污染严重的区域进行治理；再次，对景区及其周围的黄、赌、毒、坑蒙拐骗等犯罪行为进行综合

治理，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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