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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民族特色村寨开发路径研究 

——以乌当区偏坡布依族乡为例 

许媛 王文
1
 

（贵州师范学院 旅游文化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摘 要】：为总结贵阳市民族村寨开发成功经验，以乌当区偏坡布依族乡开发为例，采用观察研究的方法调查

分析该乡成功经验及存在问题。分析认为，贵阳市乌当偏坡布依族乡开发进程中，在突出非遗文化特色、推进文旅

融合、龙头企业引领与地方开发相结合、重视休闲农业开发等领域实践了有效的开发举措，但也存在民族文化挖掘

力度不足、文旅企业与村民的协调沟通机制尚未建立、人才机制不健全、交通通达度差等问题需重点解决。建议贵

阳市民族村寨开发应在经济开发与文化保护的协调、产业振兴与民生发展的协调、模式借鉴与差异化发展的协调等

三个领域总结经验，有序推进村寨开发。 

【关键词】：民族特色村寨 开发路径 贵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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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文化资源丰富，民族村寨众多，乡村振兴进程中担负的历史任务也较重。根据贵阳市人口民

族构成情况可知，布依族是全市人口数量最多的少数民族，广泛分布于贵阳市各区县。其中乌当区是布依族的重要分布区，全区

两个民族乡均为布依族民族乡，分别是新堡布依族乡、偏坡布依族乡，后者的布依族群众更为集中，全乡布依族人口比例达到 95%

以上。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偏坡布依族乡立足于布依族文化特色，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初步打造了文旅融合的成功范式，

在贵阳市乃至全省的乡村振兴工作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将以偏坡布依族乡为例，研究该乡村寨建设现状及产业开发模

式，同时分析当前不足之处并梳理成功经验，为下一阶段民族村寨开发建设提出建议。 

1 偏坡布依族乡概况 

偏坡布依族乡隶属于贵阳市乌当区，位于乌当区东北部，下辖偏坡村、下院村两个行政村，全乡人口 2000多人，是乌当区

人口最少的乡镇级行政单位。全乡人口中，布依族人口占比达 95%以上，是贵阳市 18个民族乡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最高的乡镇。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印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 年)》的通知中指出：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是指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聚居，且比例较高，生产生活功能较为完备，少数民族文化特征及其聚落特征明显的自然村或行政村。

来自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统计，截至 2018年，全国共实施特色村寨建设项目 2000多个，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命名挂牌的“中

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1057个。贵州省也先后命名公布 5批共 1329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其中，贵阳市乌当区偏坡乡偏坡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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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村及下院村位列首批名单之中，这也标志着偏坡布依族乡所辖所有村落均进入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之列。 

2 偏坡布依族乡开发的路径 

根据课题组调查研究发现，偏坡布依族乡在乡村振兴和民族村寨保护的双重背景下，逐步形成了适合当地发展的开发实践

模式，具体体现在突出非遗文化特色、文旅融合、龙头企业引领与地方开发相结合、重视休闲农业开发等领域。 

2.1突出非遗特色 

偏坡布依族乡人口主要以布依族为主，人口聚集程度好，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民俗等文化传承和保护程度均较好。在国家

和省、市、区重视非遗的背景下，偏坡布依族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完善了省、市、区三级非遗保护体系。

目前重点保护建设的项目有省级传统技艺保护项目“偏坡布依族服饰制作技艺”、市级传统技艺保护项目“偏坡布依族土法酿

酒技艺”和“印染技艺”、市级民俗保护项目“偏坡布依族婚宴盘古歌”和“偏坡‘六月六’民俗活动”。 

从传统手工技艺到民俗活动，偏坡布依族乡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较多、且保护级别较高，上述五个项目均具有鲜明的

布依族民族特色。围绕以上非遗保护项目，偏坡布依族乡打造了服饰制作工坊、布依米酒酿制工匠工作室、土法酿酒展厅等系列

文化设施，以及作为常规表演项目的婚宴盘古歌表演和农历六月六日举办的大型民俗庆祝活动偏坡“六月六”。这些技艺和节

庆活动为偏坡布依族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打响了“醉美偏坡”的旅游名片。 

2.2文旅融合、共同发展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从本质上看，文旅深度融合是文化旅游主体与作为象征符号意义体系的客体进行创

造、转换和连接的过程，其通过主客体之间“‘唤醒’与‘沉浸’的统一、‘索引’与‘凝视’的统一”，通过立足固有文化资

源优势的基础上，开发新兴旅游项目，将民族民俗特色与旅游活动相结合[1]。偏坡乡至今仍有集中连片且保留完好的布依族民居，

全乡森林覆盖率达 60%以上，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是该乡重要的资源优势。借助良好的人文自然条件，偏坡

布依族乡重视文旅结合，以丰厚的文化资源优势为依托，积极发展旅游，并从最初的自发式乡村接待游、农家乐等基础模式发展

到今天的企业引领并积极引导全民参与的模式。偏坡布依族乡已建成融非遗特色园区、农事体验、儿童娱乐园、特色民宿于一体

的文化旅游综合体项目，随着规模扩大、影响力的增加，“六月六”民俗活动也成为贵阳市有影响的民俗文化品牌。 

偏坡布依族乡依托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推动旅游产业升级，并打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旅游景区。而良序的旅游开发也

进一步激发了民族文化的活力，偏坡布依族本地的酿酒文化、刺绣文化等得到传播并在传承方面得到改善。 

2.3乡企结合，产乡联动 

2015年 12月，贵州省率先召开民营企业“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动员大会，号召全省民营企业家勇于担当，积极参与

到贵州省脱贫攻坚中来。偏坡布依族乡的两个村落借助于乌当区的支持，并没有被动等待企业的进驻，在开发自身资源优势的基

础上，广泛宣传、招商引资，积极引入外部资本和外部力量。外来文化与知识能对社区居民的心理、行为进行启发与指导，是社

区居民认知的“催化剂”，促进认知介入产生。招引外来企业进驻村寨开发，也有利于提升带动村民对文化旅游的理解，推动其

确立旅游从业意识，有助于自身旅游服务水平的提高[2]。2018年年底，以乌当区为主导，偏坡布依族乡引入贵州星力百货集团有

限公司与乌当区五彩农投公司共同打造的旅游综合体项目，投资逾 5亿元。这为偏坡布依族乡的旅游升级注入了强劲活力，提升

了旅游接待水平，完善和培训了专业的旅游接待人才，新建了文化旅游设施。民族风情街、无动力乐园的开建都为偏坡布依族乡

接待全年龄层结构的游客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该地旅游发展走向了专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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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重视休闲农业 

乡村文旅融合发展实现了传统生产性农业向休闲性农业转型，农业种植结构与作业方式、销售方式均发生了重要转变，农业

现代化进程加速[3]。偏坡布依族乡地处贵阳市北部山区，山地较多，但山势较为缓和，该乡在原有谷物生产的基础上引入新技术，

大规模种植猕猴桃、草莓等经济类作物，并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开展自助采摘、农事体验、民居住宿等活动，由本地生产的稻谷

结合偏坡布依族土法酿酒技艺打造的特色酒产业也获得了发展。农业与旅游产业有机结合，针对休闲产业市场，打造了农旅娱乐

项目，推动了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增加了产业附加值，也进一步丰富了旅游产品业态。 

3 偏坡布依族乡开发经验总结 

3.1立足文化特色 

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不断融合的现实背景下，一个旅游目的地品牌的建设越来越依赖于具有鲜明文化主题和特色的旅游

产品以及优质的服务[4]。偏坡布依族乡乡村振兴的基础是立足于本身文化特色，结合自身资源优势，确立文化旅游产业带动全乡

发展的模式。当前贵州省旅游产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盲目投资，同质化问题较为严重，但其紧抓布依族民族文化尤其是非遗特色

资源，打造了自身特色，以非遗为桥梁串联起农业、旅游业等多种产业发展模式。 

非遗开发进程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产业开发对非遗原真性的冲击，为迎合市场和游客的喜好，进行非遗项目的现代化商

业变形是很多地方想过的问题，最终造成的结果是各地区文化项目同质性过高，文旅项目的后续生命力不足。偏坡布依族乡在开

发过程中，注重保留布依族的传统特色，对于商业化特征不够明显的非遗项目并未将其进行改造，这是能保留偏坡布依族乡布依

族文化特色的重要保证。 

3.2发挥已有基础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偏坡布依族乡人口较少，产业的调整和转型难度不大，准确利用自身文化特色优势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走在了乌当区前列。早在 2010 年，乌当区即以建设泉城五韵着力打造了 5 个乡村旅游精品示范点，作为其中的“醉韵”偏坡，

有一定的前期基础，虽然在基础设施层面缺乏实质性的改变，但是其在贵阳市近郊游的口碑已经逐步树立起来。随着近郊游的发

展，偏坡布依族乡农家乐从业人员在 2015年左右形成初步的合作社模式，打造特色餐饮、保证食品质量和卫生安全，统一定价、

抵制随意涨价等不文明行为，这为后期旅游专业化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随着旅游运营企业的进驻，进一步发挥资金和经营经验优势，加强旅游品牌宣传，对偏坡布依族乡本土旅游从业人员进行职

业能力培训，将是今后需要重点开展的工作。 

3.3强调村民参与、村民自觉 

建设美丽乡村，离不开广大群众的支持、参与。偏坡布依族乡文旅项目发展过程中，改造当地 17套民居进行民宿产业的发

展，同时积极引导群众进入合作社，以自家宅院为基础加入到民宿产业运营中，以自家宅院改造为基础加入农家乐餐饮联盟中，

既盘活了闲置房屋资源，也吸引了外出打工人群的回归。随着游客的增多，村民农家乐项目也获得了更好的收益，同时乡政府鼓

励部分村民参与到景区管理、服务、保卫工作中，这也极大促进了当地村民对项目的支持。 

3.4清晰的产业定位 

立足于自身优势，走差异化道路。偏坡布依族乡具有丰厚的民族历史文化，保存完整的布依族民居，并拥有 60%以上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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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率，文化内涵与自然生态占有显著优势。结合文化和生态优势，开展文旅融合，探索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是科学的做

法。同时，贵州省文旅产业获得了长足进步，苗族文化特色、侗族文化特色已经形成较为成功的模式，西江千户苗寨、肇兴侗寨

成为贵州省旅游明星。偏坡布依族乡立足自身布依族民族特色，打造布依族风情，并将全乡整体打造成为“原味小镇·醉美偏

坡”品牌，着力打造布依族文化风情，包括新建园区都立足于布依族文化特色。 

结合布依族民族文化展示，旅游企业进驻之后，相继投入运营了“花喵街”“星奇乐园”等文化旅游街区、无动力乐园项

目。结合布依族传统民居，新建和改造了民宿项目，目前已经取得较好的收益，进一步丰富了文化消费内容，并提升了偏坡布依

族乡旅游接待能力。 

4 偏坡布依族乡目前在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4.1民族文化挖掘力度不足 

前文所述，偏坡乡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已经与旅游、节庆、创意产品开发进行了结合，新入驻的文旅开发项目也以布

衣族民族文化为宣传热点。但综合来看，目前偏坡布依族乡民族文化的挖掘力度仍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呈现式的文化介绍项目

居多，体验式、沉浸式感受民族文化内涵的项目较少；民族节庆项目活动得到推广，但围绕节庆活动开展的文创衍生品开发尚待

起步；休闲农业得到重视，布依族农耕文化却未得到有效的呈现。以最具民族特色的濮越香街为例，偏坡布依族乡的布依族建筑

主要集中在该街道两侧，历史原貌保护程度完好，见证了偏坡布依族几百年的变迁，但是截至目前，濮越香街的重要地位尚未得

到应有重视，只是进行了简单的修葺，外地游客很容易忽视濮越香街本身的文化价值。 

4.2文旅企业与村民的协调沟通机制尚未建立 

乡政府一直强调村民参与、村民自觉，偏坡乡布衣族群众加入村寨旅游开发的积极性也较高，这是该乡得以顺利开发进入招

商阶段的重要前提。偏坡乡民族村寨开发引入了旅游运营企业进驻，开发了文旅项目，目前已经吸引了少量当地布依族群众进入

项目工作，但总体的用工量偏少。项目开发初期，企业积极引导村民加入民宿产业，目前来看都是积极有效的措施，但企业未能

建立与偏坡布衣族群众的有效沟通与联动组织，致使村民多数以个体为单位参与到村寨的文旅开发进程中，这不利于偏坡原味

小镇项目的整体开发，容易产生村民间的内部竞争以及项目方与村民的争利行为。 

4.3人才机制不健全 

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地区人口持续快速减少，加剧了乡村发展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导致乡村衰退，严重影

响到乡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人才是旅游开发、产业振兴的实践者[5]。同样受到上述原因影响，偏坡布依族乡人口流失严重，

常住人口仅为户籍人口的 1/4，且多为老人、妇女、儿童。依靠目前的人力资源来全面参与乡村建设和文化旅游产业是不现实的。

文旅项目开发以来，项目运营方有部分员工开始进驻，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旅游从业水平，但显然是不足的。目前呈现的主要问题

有，外出打工者较多且返乡意愿不够强烈；餐饮等从业者专业素质不高、旅游接待能力不强；缺乏专业的民族文化专家，文化开

发进程中的原真性保护问题难以有效保证；缺乏专业的业务培训体系，新型农民的培养力度不足。 

4.4交通通达度较差 

特色民族村寨往往位于相对偏远，交通不便的地方，使得村寨丰厚的民族文化较少受到外来文化和商业活动冲击，但也带来

了开发进程中的交通通达度问题。目前连通贵阳市市区及偏坡布依族乡的主要道路为 101县道，建设标准较低，路面很窄且基本

为山路。该县道双向通行旅游大巴会车存在困难，也缺乏公共交通通达，仅有普通乡村小巴通行，且班次很少，这成为限制偏坡

布依族乡村寨开发的主要瓶颈。 



 

 5 

5 贵阳市民族村寨的开发对策 

5.1经济开发与文化保护相协调 

文旅融合不是简单的文化的旅游化运用，也不是单调的旅游文化开发。文化与旅游相互作用、相互影响[6]。经济效益和社会

文化效益指向不同，如果盲目开发，经济建设与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也会逐步显现。对于民族特色文化的保护应始终是第一位

的，任何形式的开发都必须是建立在不破坏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展开。产业开发进程中，少数民族村寨生产生活结构受到的冲击较

大，因此如何在利用民族特色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开发是重要的命题。 

针对文旅企业的招商引资应该对其文化资源的挖掘能力、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进行重点考量，从文化和经济两个方面进行把

关。项目开发过程中，也应积极发挥当地村民的自觉性与政府文化部门的功能，实施有效监督。 

5.2产业振兴与民生发展相协调 

产业开发围绕的重点是民生发展，而非单纯产业的发展。因此，产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服务于当地民众、能够带动当地民众

脱贫致富的基础上进行。偏坡布依族乡偏坡村、下院村两个村寨开发过程中，积极引导当地群众参与，推动实现村民共同富裕，

契合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但限于自然和历史原因，贵阳市部分民族村寨地理位置偏僻、村民增收的难度较大，因此产业的进驻

和发展一定要以优先推动民生发展为核心。 

5.3模式借鉴与差异化发展相协调 

贵阳市共有 18个民族乡，分别为 5个布依族乡、3个苗族乡、10个布依族苗族联合民族乡，各民族乡集中了全市大部分民

族村寨。民族村寨的文化特色有共性，成功模式可以借鉴，但必须根据自身条件从本地区实际出发。各村寨与市区的距离、文化

遗产的保留程度、产业发展的基础、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否各有不同，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村寨开发要充分结合周边地区情

形进行对比研究，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6 结语 

乡村振兴背景下，以文旅融合的模式对民族村寨进行开发，是兼顾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双重目标的有效手段。偏坡布依族乡

目前处于开发的起步阶段，作为贵阳市民族村寨开发的典型案例，未来的发展还需持续关注，如何推动外来资本与当地住户之间

的关系协调、保证产业振兴与人民富裕的同步实现、打造民族文化传承开发的旗帜标杆，都将是值得重点关注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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