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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乡村旅游开发已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途径。

以凉山州昭觉县悬崖村为调查案例，通过分析悬崖村易地扶贫搬迁后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确

立该村落的空间结构及修建性规划，探讨乡村旅游开发思路，从而进一步巩固悬崖村易地扶贫搬

迁的成果，以期为其他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型乡村的旅游开发提供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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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

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差距成为

我国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不平衡现象。自 1980 年以来，学界开始逐步关注近郊乡村、原始村落以及部分新

型特色乡镇等旅游产业的开发给农村经济带来的积极作用，而对民族村寨特别是易地扶贫搬迁后原村落的

旅游发展研究较少
[1]
。对于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来说，完成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既是对脱贫攻坚成果的肯定，

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基础。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推动乡村旅游开发已然成为乡村全面

振兴的重要途径，发展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或将成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主要增长极，使得乡村旅

游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具备了新的历史使命
[2]
。

1 悬崖村概况

“悬崖村”本名阿土列尔村（以下简称悬崖村），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距凉山

州首府西昌市约 160km。村寨南北长 1km，东西宽约 100m，高差约 200m，坐落于古里大峡谷海拔 1400～1600m

的断崖平台之上，所在位置就像三层台阶中的第二级，从山底小学到山顶村庄海拔高差近 1000m。在悬崖

村生活的彝族村民日常出行均需攀爬 800m 的悬崖、翻越 13 级 218 阶藤梯才能到达山脚，因此该村寨被当

地人称为悬崖村。2013 年 3 月，昭觉县委宣传部门组织采访并发刊《探寻昭觉古里拉达秘境》一文，悬崖

村首次引起外界关注。因其长久以来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保留了较为原始淳朴的民风民俗，犹如世外桃

源，从而吸引了众多外来游客好奇探访。自 2016 年以来，凉山彝族自治州财政和昭觉县财政耗资百万余元，

动用约 3 万人的劳动力，耗费 120t 钢材，修建 6000 余根钢管，用钢梯代替了原有的藤梯，铸成山下通向

悬崖村的 2556 条“钢铁长城”。而攀爬这条通往村庄的钢梯也成为探访悬崖村一项特殊的体验项目。2020

年 5 月 12 日，悬崖村迎来了里程碑时刻，该村 84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陆陆续续搬迁到昭觉县城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安置点。原村落的青年人经过双向沟通，可以自愿选择继续留在悬崖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为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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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旅游开发做出自己的贡献。

2 区位分析

悬崖村旅游区规划范围包括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特口甲谷乡、竹核乡、支尔莫乡、庆恒乡、甘多洛

古乡、且莫乡、哈甘乡、格吾乡、龙沟乡、特布洛乡、日哈乡共 11个乡镇，规划面积 590km
2
。从现有区位

因素分析，西昌青山机场、西昌高铁站、昭觉县城至悬崖村旅游区均需 4～6h。区域交通方面，成都、重

庆、昆明等大中型城市前往悬崖村旅游区交通不便，需空陆换乘，预计等未来高铁和高速建设后会有所好

转。西昌青山机场直达城市已有广州、重庆、贵阳、成都、北京、海口、上海、昆明、西安、福州、杭州、

银川 10多个城市，但北上广等沿海城市航班较少，悬崖村乡村旅游发展缺乏大中型城市客源市场，目前的

区位优势并不明显。

如今，随着西昌市高铁站正式启用，成昆铁路复线预计 2023 年全线通车，届时从成都到西昌仅需 2.5

小时，乐西高速经凉山州雷波、美姑，止于昭觉，在庆恒、美姑大桥有高速互通口，预计 2023 年通车后，

到达项目的地将更加便捷。

3 悬崖村乡村旅游资源分析

3.1 彝族文化特色资源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是全国最大的彝族人口聚居地，彝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 50%以上。

彝族是一个被称为“一步跨千年”的古老民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字系统，民族文化资源十分丰富。

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基本不受外界干扰，处于与世隔绝的社会状态，彝族传统文化与当地的生产、生活和

精神需求密切相关，展现了简约性、原创性、审美性、实用性和地域性的特点，因而得以完好保存。

凉山彝族文化特色资源丰富多彩，有着深刻的民族记忆，包括文学、历史、宗教、音乐、天文历法和

彝族民俗等众多文化。例如保存完整的原始宗教文化——毕摩，就是以主持祭祀为核心、传承民族谱系为

载体的一类特殊文化，毕摩是彝族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彝族的服饰也是少数民族中最具代表性的，以

红黄黑三色为主基调，表达了人与自然、人与大地万物的关系。昭觉县于 2005 年举办了首届彝族服饰节，

完美地展示出凉山彝族古老的服饰记忆。此外，凉山彝区的“火把节”“彝族年”等节庆文化，“坨坨肉”

“杆杆酒”等饮食文化也别具一格，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来客。

3.2 悬崖村自然资源

悬崖村距今已有 200 余年的历史，据地质学家考察资料显示，悬崖村地形地貌景观众多，大裂缝、大

峡谷景观、平顶高原等随处可见，原始森林十分广阔茂密。复杂的地形地貌也造就了悬崖村与外界隔绝的

生态系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多年来没有强盗和战争的袭扰，土地肥沃、自给自足，因而当地居民

的生活比其他动乱的地方要舒适和富裕得多。

悬崖村的古里大峡谷，全长约 13km，海拔落差近 2200m。古里大峡谷全称古里拉达大峡谷，在当地彝

族同胞的口中，“古里”代表着“九头牛”，“拉达”意为“深沟”。巨大的落差造就了古里大峡谷深崖平台、

峡谷溪流、高山瀑布、深幽丛林等多样化的自然地理景观。峡谷山腰间常年环绕着变幻莫测的云海，高耸

的断崖山顶平台是观看峡谷日出和日落的绝佳场地。天气好的时候还可远眺当地彝族两座神山——龙头山

和狮子山。



悬崖村旅游区内拥有大峡谷、大裂缝、山顶平台、峡谷、溪谷、温泉、原始森林等优质的自然地理资

源及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其中古里大峡谷、高山草甸、万亩杜鹃花海等为开展生态观光、户外体验项目、

度假旅游提供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基础。

3.3 农业气候资源

悬崖村旅游区地处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有着“四川盆地第二粮仓”的美誉，在攀西地区农业开发

中占据着综合主导地位，最具发展优势和开发潜力。它是长江中上游一带的农业资源中发展高效、特色、

生态、优质农业的最佳地域。

凉山州昭觉县雨季、旱季分明，太阳能资源丰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夜雨昼晴，年降水量达 800～

1200mm，大部分地区无霜期 300d 以上，年日照 1800～2600h，太阳总辐射 502-628kj/cm
2
，年温差 13～18℃，

气候温和宜人。悬崖村旅游区地形地貌类型众多，三维气候特征明显，具备在不同自然区域发展不同优势

立体农业、特色农业、生态农业产业的特点，为苦荞、马铃薯、玉米、芝麻、苹果、燕麦等农产品在该区

域生长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3.4 热点聚焦

2018 年春节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四川省凉山州深处的昭觉县，在彝族贫困人口居住地中，察实情，

提问题，倾听人民的声音，同地方干部群众共商精准扶贫战略，深入调研昭觉县经济社会发展和扶贫开发

工作，向各族干部群众转达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3]
。

2017 年，在参加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注凉山州昭觉县悬崖

村的发展近况，对推进悬崖村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同时，四川省委也提出，要着力推进彝区脱贫

攻坚战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凉山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居住区旅游产业创新型跨越。2017 年 4 月，

四川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组织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专家学者对悬崖村乡村旅游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建议悬

崖村通过市场化运作，大力发展以现代山地旅游为主的乡村旅游产业，统筹民族文化产业和特色观光农业，

积极实施悬崖村·古里大峡谷旅游项目
[4]
。

4 项目定位

结合上述旅游资源，悬崖村民族村寨拟打造世界唯一彝族风情生态康养户外旅游度假区，形成以自然

人文历史旅游带为基础，民俗度假体验区+自然风光人文历史探险区为载体，区域内其他景点为补充的“一

带两区多点联动”空间结构的构想（图 1）。

项目依托西昌、昭通、攀枝花、宜宾、乐山等旅游区周边城市的基础市场，着力拓展成都、重庆、云

南、陕西等周边省市，以期带动环渤海湾、长三角、珠三角等机会市场的全面发展，将悬崖村·古里大峡

谷旅游区打造成集自然观光类、休闲游乐类、养生度假类为综合一体的户外旅游度假区。

5 悬崖村旅游项目规划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把组织振兴落实到位，必须充分发挥好各级农村基层的组织作用，以壮大



农村集体经济为首要目标，坚持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落实扶贫资金分配问题，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社区

等多主体协调运行机制。悬崖村可以综合利用其自然资源优势，打造越野运动基地、今野以匹户外运动、

特口甲谷风电以及山地运动景区；特色种植梯田生态农旅产品区；竹峡温泉度假休闲区、索玛花海等高端

度假产品区；彝族传统保护村落、彝族非遗研习所+非遗文化节、民俗文创产品区等（图 2）。旅游区的建

筑风貌在兼顾传统村落风格保护的同时，又积极营造良好的旅游氛围，与时俱进，综合提升悬崖村整体旅

游形象。

6 悬崖村乡村旅游开发思路

6.1 传统文化保护与继承

传统文化是乡民对于往事的向往和寄托，是乡村旅游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更是乡村旅游发展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在乡村旅游开发的同时，充分调动原乡居民的积极性，让他们作为文化持有人参与

到乡村旅游开发活动当中来
[5]
。挖掘当地彝族文化的旅游功能，促进历史文化与自然景观的有机融合，实

现历史文化资源向旅游资源的转化。逐步将当地彝族文化符号注入景区的旅游项目和接待设施中，把彝族

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特色餐饮、民族文创等与乡村旅游产业结合起来，从而建立乡村传统文化的交流，



凝聚共同意识，让游客有更深的彝族文化体验
[6]
。

6.2 整合资源，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悬崖村现阶段交通条件落后的景象，要想发展乡村旅游是相当困难的，俗话说得好：“要致富先修

路”，政府需夯实脱贫攻坚的成果。在现有的钢梯交通条件基础上，着力完善乡村道路、电力设施、通信网

络、灌溉用水、饮用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公共服务建设，实现全村硬化道路、供网供电供水全覆盖。

积极推进餐厨、厕所、牲畜圈和污水处理等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推动乡村旅游产业链全面提升
[7]
。

6.3 宣传推广，提升旅游形象 IP

悬崖村在开发乡村旅游的同时，可以通过举办各种民俗文化及节事赛事等活动，吸引来自州内外的游

客参与其中。在旅游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微博等新媒介上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组织旅

游达人和媒体采访团到悬崖村采风，宣传悬崖村旅游景区，提升旅游景区形象及知名度，为建设乡风文明、

乡村整洁、生态宜居、管理民主的新乡村奠定坚实的基础。

6.4 吸引人才，智力支持

目前，悬崖村乡村旅游服务产品设计层次较低，餐饮、住宿、文化、娱乐等配套设施不够健全，景区

开发建设滞后，导致区域乡村旅游从业人员服务意识普遍不强，影响游客体验的满意度。悬崖村在发展乡

村旅游的同时，应该以凉山地区本土高校旅游人才为依托，完善人才引进激励机制和服务保障体系，着力

提升服务人才工作能级。充分发掘本土乡村旅游产业从业人员，切实增强人才的获得感和满意度。通过对

从业人员的培训，改变传统的经营管理理念，让旅游人才进得来、留得住，从而为悬崖村乡村旅游开发做

出贡献。

7 总结

推动乡村旅游发展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途径，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悬崖村通过产业整合搭建乡

村旅游发展平台，全面开发住宿设施、农副产品、旅游体验项目、餐饮设施等资源。在发展之际协调多方

配合，由政府负责提供适当的财政资金，在改善公共旅游设施、交通条件的同时将生态理念、民族文化理

念注入到悬崖村旅游区开发项目中，注重乡村景观保护和提升，加强区域文化印迹的探索，营造优美迷人

的原乡旅游环境及国际性的度假旅游胜地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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