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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路径

−以云南省剑川县石龙村为例

余文淳

（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3）

摘　要：  【目的/意义】探索并实践乡村旅游发展及文化提升其核心竞争力的路径，以期为其他旅游地尤其是民族旅

游地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实践经验。【方法/过程】借助文献梳理的方法，对相关理论与既有研

究成果进行系统分析，同时深入云南省剑川县石龙村开展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阐述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地

区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意义，并运用参与观察和实地访谈的研究方式，全面探讨石龙村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以及面

临的困境。【结果/结论】结果显示，石龙村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基础设施不健全、

文旅融合深度不够、旅游受季节性限制及旅游知名度较低等困境，为培育乡村旅游发展新动能，提出加强科学规划，

完善基础设施；深度挖掘民族文化，持续赋能乡村旅游；丰富旅游活动，打破季节枷锁；拓宽宣传渠道，加强民族

品牌建设等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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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Tourism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Shilong Village, Jianchuan County,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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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Meaning】By exploring and practicing the path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to improv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rural tourism, it aimed to provide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other tourism destinations, especially the ethnic

tourism  destinations,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Methods/Procedures】Through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the  relevant  theories  and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nd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in Shilong Village, Jianchuan County, Yunnan Province. On this basis, the significance of developing rural tourism in the

ethnic regions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as expounded, 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dilemma of rural tourism in

Shilong  Village  were  comprehensively  explored  by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field  interview.

【Results/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ural tourism in Shilong Village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it  still  faced  some  difficulties  such  as  unperfect  infrastructure,  inadequate  depth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seasonal  restrictions on tourism and low tourism popularity.  In order to cultivate the new momentu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e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scientific planning to perfect the

infrastructure,  deeply excavating the national  culture to continue to empower the rural  tourism, enriching the tourism activities  to

break the shackles of the seasons, and broadening the channels of publicit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brand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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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

部署，《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

见》明确提出“创建一批特色生态旅游示范村镇和精

品线路”[1]，这说明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推动乡村振兴

的有效途径。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明确指出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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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形成特色资源保护与村庄发展

的良性互促机制[2]。继党的十九大后提出乡村振兴战

略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

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 [3] 乡

村振兴战略是当下解决乡村发展问题的重中之重，乡

村旅游的发展成为了促进乡村经济转型升级、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研究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当下学界对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相关研究已取得

了一定成果，主要集中探讨二者的内在关系及发展路

径。陆林等[4] 从宏观视角阐述了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

兴的逻辑机理和驱动机制，提出经济、生态、乡村治

理、政策体系等 4条发展路径。李志龙[5] 则通过构建

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评价指标体系，强调二者相互

作用，共同推动系统发展。两位学者对乡村振兴与乡

村旅游的关系研究各有侧重点，前者突出强调乡村旅

游对于乡村振兴单向度的引导作用，后者侧重突出乡

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双向度的耦合作用。这为研究乡村

振兴与乡村旅游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民族地区在

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孕育了独特且丰富的旅游资源，

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巨大，但当前面临着发展基础薄弱，

产业发展单一且缓慢，文化素质低，内生动力不足等

问题。发展乡村旅游是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的突破口，能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优势、经济

优势，促进经济发展，传承创新民族文化，增强民众

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人民，

推动共同富裕。学界对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也较

为关注。如张洪昌等[6] 以西江模式的民族旅游为例，

探讨其生成逻辑；吴彦辉等[7] 以广西边境民族地区为

例提出了发展策略。尽管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

了指导，但是前人研究还存在宏观视角局限、微观案

例与区域针对性不足等问题。

每个民族地区既有共性又具个性，需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的石龙

村，是一个以白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村落。由于地理位

置相对闭塞，石龙村的白族文化得以较好地保持了其

原生性与纯粹性，成为了白族文化的活化石。石龙村

不仅保存了原汁原味的白族传统民间民族文化，如白

族霸王鞭、三玄、洞经古乐、本子曲、白族调和乡戏

等；也保存了较为完好的庙宇建筑，如本主庙、观音

庙、古戏台、关圣宫和土地山神庙等庙宇建筑，以及

遵循“三坊一照壁”风格的民居建筑，其中最具特色

的便是用云南松原木垒造的“垛木房”。同时，石龙

村的民间艺人更是层出不穷，既有霸王鞭传承人李定

鸿等，也有将白族歌曲带到中央电视台和“星光大道”

的“小阿鹏”姜续昌等，民间艺人为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注入了主体力量。由此可见，石龙村具有民

族原生文化的代表性与特殊性，其作为远近闻名的

“白曲村”和民俗文化示范村，拥有数量丰富且独具

特色的资源，乡村旅游发展潜力较大。然而，石龙村

乡村旅游发展也面临着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一

些共性问题。因此，本文从微观视角对其进行研究，

探究石龙村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问题及路径优化具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为其他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可持

续发展提供借鉴。 

1    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发展乡

村旅游的意义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方向与乡村振兴

战略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

风文明、生活富裕”[8] 相一致，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

展具有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不仅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以提升人民的物质生活水

平，提供丰富的精神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还能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动力。 

1.1    推动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

乡村经济依托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销售和养殖

业发展，通过文化赋能和旅游驱动，乡村经济可以实

现新的发展动力。开展乡村旅游能拓展相关行业如吃、

住、行、游、购、娱等旅游综合性连锁产业链，推动

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何梁[9] 认为民俗文化旅游以地

域性独特的民族风俗习惯为核心资源，衍生出地方文

化基因的旅游模式，这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

展，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民族地区丰富

的民族文化和深厚的历史文化，使民族地区禀赋乡村

旅游发展优势。文化驱动乡村旅游新引擎，创造乡村

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同时能更好地推动乡村人才回

流与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乡

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可推动乡村产业兴旺、村民生活

富裕，从而为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提供坚

实的物质基础。 

1.2    促进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

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灵魂，

乡村旅游的发展能够促进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

振兴的重要内容和环节。文华等[10] 认为文化旅游赋能

乡风文明，让中国乡村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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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的基地，

让乡风更文明。文化赋能乡村旅游能够丰富旅游的文

化内涵，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延续乡村文化的生命

脉络，提升乡村文化自信。同时为乡村旅游注入新的

活力，为旅游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旅游体验，促进不同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增进其对民族文化、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认同。 

1.3    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是乡村振兴实践中所关

注的核心议题，同时也是衡量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

的关键因素。向延平等[11] 认为发展乡村旅游能有效驱

动乡村治理，有利于健全和重构乡村自治、法治和德

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

遗迹、传统建筑、传统工艺、民间传说、著名人物、

民族节庆等文化遗产和特色民俗，这样的文化环境会

对人的行为规范潜移默化地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对

乡村社会的凝聚力产生积极的提升作用，进一步夯实

乡村治理的道德基石。此外，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能够促进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健全和发展，能充分

发挥村民内部、村民与其他民族的团结协作精神，促

进各民族的社会交融与和谐共处。这些积极的变化，

为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在乡

村文化旅游发展和乡村治理过程中，应更加注重激发

村民的主体性与积极性，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乡村法

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 

1.4    推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乡村旅游是促进美丽乡村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抓手[12]。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之一，也

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要求。银元等[13] 认为生

态宜居包括整洁的村容村貌、优美的生态环境、宜人

的居住条件等，蕴含着生产、生态、生活融合发展的

内在要求。乡村旅游驱动各发展要素聚集，推动乡村

基础设施、村庄绿化、公共卫生等发展，提升村容村

貌，不断满足乡村旅居和生态宜居环境建设需求。此

外，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公众的环保意识不断提升，

生态补偿机制不断健全与发展，不断推进乡村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 

2    乡村振兴战略下石龙村乡村旅游

发展的现状及困境
 

2.1    石龙村乡村旅游发展成效

大理是全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历史悠久，民族

优秀文化灿烂。石龙村是一个典型的民俗文化村，民

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

理民族优秀文化的根。文化赋能乡村旅游不仅为乡村

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还促进了乡村文化的振兴。

本文通过参与观察和实地访谈负责石龙村乡村旅游的

相关人员，获取了有关石龙村旅游发展的田野资料，

发现石龙村乡村旅游发展已取得如下成效。（1）该

村位于国家 4A级风景名胜区石宝山腹地，村后有原

始森林和高山杜鹃且依托石龙水库湿地生态等丰富的

自然资源，发展乡村生态休闲旅游。（2）挖掘村内

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保护村落

的历史建筑和传统民居、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

班子、组建民间艺术团和开展丰富多彩的民俗节庆等

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促进了白族传统文化在旅游场域

中的传承与传播。（3）村民参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石宝山歌会，在歌会期间展现出白族

人民的民族特点和文化传统，传承和发扬了白族民歌、

舞蹈等原生态文化。歌会不仅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展示

自我、交流情感的平台，同时促进了村社整合与外界

的沟通，提升了该村旅游形象。（4）由政府牵头引

进“喜林苑”夯土建筑风格的特色民宿酒店，以探索

石龙村本地文化为核心，建立一个轻松自由、沉浸式

跨文化的交流平台，不仅为旅游者提供良好的住宿体

验，也带动了村民的就业。截至 2023年 10月份，石

龙村乡村旅游示范项目带动当地自主经营乡村民宿

4家、农家乐 4家，石龙村乡村旅游稳定就业 80人，

参与乡村旅游就业 300余人 [14]。（5）石龙村建立乡

村旅游专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与村民、当地企业的

团结协作，整合旅游资源，为旅游者提供良好的旅游

体验。同时也吸纳更多村民参与旅游服务业，村民、

企业和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交往中构成互利共赢的“利

益共同体”。（6）石龙村除了发展生猪、肉牛、羊

等畜牧养殖业，上山采集松茸和野生菌，种植白芸豆、

玉米和洋芋等农作物外，还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为村民

带来额外收入。（7）该村积极利用村中的优质物产

资源，有蜂蜜、松茸、鸡枞、山老腿和石龙水库生态

鱼等提取剑川日月精华的美食，其中旅游者还可品尝

外皮酥脆，内陷软糯的破酥粑粑和“一苦、二甜、三

回味”的三道茶等，为旅游者提供一场味蕾的精致盛

宴。综上，乡村旅游的发展对石龙村的经济、文化、

生态都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增加村民收入、促进民族

文化传承发展、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等。截至 2024年

8月份，村内共计开设民族特色客栈及餐饮 8家，旅

游从业人员累计达 110余人，村集体收入 36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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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旅游 3万余人次，旅游年收入 160余万元[15]，各

族群众在石龙的土地上，共同谱写了美丽乡村新篇章。 

2.2    石龙村乡村旅游发展困境 

2.2.1    基础设施不健全　交通是人们实现旅游活动的

重要手段，是发展旅游业的前提和物质基础，是旅游

业发展的命脉[16]。交通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对旅游者的

进入造成一定的阻碍作用。石宝山旅游公路是旅游者

进入石龙村的必经之路，石龙村是石宝山景区中的景

区，但由于资源整合、发展规划、宣传推广等原因，

二者没有达到一个平衡层面，旅游者进入石龙村的情

况也不容乐观。同时剑川县城、沙溪古镇没有直达石

龙村的客运专线，多为自驾和包车出行，部分路段还

会由于天气影响存在地质灾害风险，因此该村的交通

通达度不高。此外村内的交通路面情况较差，为狭窄

的单行道，双向会车较为困难，且有部分路段的路面

破损。村内的道路、公共厕所、垃圾箱、公共停车场、

民宿客栈、农家乐与餐饮、文化活动场所等旅游配套

设施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石龙村的乡村旅游在发展阶

段，对村内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

随着旅游消费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该村的基础设

施还难以满足旅游者更高质量的旅游体验需求。 

2.2.2    文旅融合深度不够　在文化旅游中感受、体验

以可参观形式呈现出来的他者文化是人们参与文化旅

游活动的核心诉求，贯穿于文化旅游活动中的文化生

产、文化传播、文化消费是文化旅游区别于其他旅游

类型的显著特征[17]。石龙村虽然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

但是仍然存在着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不足、

旅游产品文化内涵不足、文旅产品单一等问题。村内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人员并不普及，主要

为村中的非遗继承人、民间歌舞演出人员、村干部等

在内的社会精英，普通村民对于自身的民族文化的了

解不够深入；村内民族歌舞活动具有一定的表演性、

功利性和机械性，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还需要开辟更

多新的途径；村内贩卖的旅游产品与民族文化的融合

程度不高，如木雕手工艺品、白族布扎、银饰、刺绣、

霸王鞭形状的钥匙扣和摆件等，为迎合现代审美需求

忽视了一些传统的民族元素；村内的旅游景点相对孤

立，互相之间缺乏联系，尚未形成文化、体育、休闲、

研学等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如在石龙水库

的草坪周围可以体验骑马、草地摩托和咖啡露营等活

动，但是没有把“生态＋文化”更好地结合，旅游者

对村内优秀民族文化的体验较少。总之该村对民族文

化的深层次挖掘和开发利用不足，对高端国内外旅游

者的吸引力不够。 

2.2.3    旅游受季节性限制　旅游旺季与淡季是旅游目

的地过剩需求与过剩供给的表现形式，而旅游目的地

受旅游资源性质和地理环境特征决定，在不同时间或

季节其旅游吸引力会呈现强弱和大小的变化，使得旅

游目的地观赏价值、度假价值在不同季节产生较大波

动，从而影响旅游者出游时间的选择[18]。石龙村乡村

旅游旺季主要为春夏秋三季，气温适宜，降水较少，

天气多以晴朗或多云为主，自然风光秀丽，有利于旅

游者参加户外活动和观光。虽然春夏秋为该村的旺季，

但是旅游旺季效应仍不明显，旅游活动主要为单一的

白族传统建筑参观，白族霸王鞭和白曲等歌舞表演，

游览高山湖泊和山涧溪流，体验田园风光，购买布扎、

木雕等手工艺品。为了达到延长旺季的目的，该村还

需要持续加强四季游产品的开发设计。该村旅游淡季

主要为冬季，气温较低，且可能出现降雪或冰冻天气，

影响旅游者的出游意愿，不利于户外活动和旅游观光。

旅游淡季时，部分旅游资源和设施处于闲置状态，利

用率较低，旅游收入减少，经济效益下降。 

2.2.4    旅游知名度较低　吴宝清等[19] 通过研究发现景

区到访率与知名度存在正相关关系，且为指数曲线相

关关系，景区到访率随知名度的提升呈加速增长趋势，

知名度较低时，到访率增加速度较慢；知名度较高时，

到访率增加速度较快。旅游目的地知名度的高低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旅游者的旅游选择。石龙村地理位置

相对偏远、交通不便，旅游者难以轻松到达，从而限

制了其旅游知名度的提升；尽管石龙村拥有得天独厚

的旅游资源，但缺乏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和宣传渠道，

在宣传推广方面力度不足，导致外界对该村的了解有

限，难以吸引大量的旅游者前来观光旅游和体验民族

文化；村内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存在不足，难以满

足旅游者多样化、个性化、体验化的高品质需求，影

响旅游者的旅游体验，进而降低其口碑和知名度；旅

游品牌的建设是一个长期性难题，石龙村在旅游品牌

建设方面相对滞后，缺乏具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民族

旅游品牌和特色产品，使旅游者在选择目的地时更倾

向于其他知名度高的地方，如沙溪“千年古集市”寺

登村、有“先锋书店”的北龙村等，而忽略作为“白

族文化聚宝盆”的石龙村。 

3    乡村振兴战略下石龙村乡村旅游

的发展路径

石龙村作为白族传统古村落，民族文化丰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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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富集，田园风光优美，在剑川县文化产业赋

能乡村振兴、打造“一村一韵”等政策加持下，立足

石龙文旅资源优势，在激活民族文化资源、加快文旅

产业要素聚集等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存在基础设

施不健全、文旅融合深度不够、旅游受季节性限制、

知名度较低等问题，因此需要从以下 4个方面进行路径

优化。 

3.1    加强科学规划，完善基础设施

健全的基础设施是乡村旅游开展的硬件要素。硬

件要素是旅游形象树立的基础，也是旅游形象的物质

支撑[20]。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充分发挥党和政

府的领导作用，推进基础设施完善。 

3.1.1    科学规划交通线路　政府应设立修建乡村旅游

交通的财政资金，科学推动交通线路的完善，如建立

大丽高速通往石龙村的乡道、规划和完善石宝山旅游

开发路网建设等。同时配套设置剑川县城、沙溪古镇

等往返石龙村的旅游巴士、公交车等公共交通。 

3.1.2    完善基础设施　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并吸引外

来投资，完善村内旅游接待服务设施，全面提升旅游

接待能力。如在石龙村入口处修建旅游者服务中心，

扩大村口的停车场规模，拓宽并修复村中主干道，以

及在村落外围修建观赏石龙水库风光、田园风光的观

景台和村落中心到村落外围的游步道。同时，为提升

游客体验，还需完善村内道路系统，设置交通引导和

旅游景点标识；加强餐饮、民宿客栈等住宿餐饮设施

建设；增设公共厕所、垃圾箱等公共设施，并注重公

共卫生管理和环境保护，确保游客在享受美景的同时，

也能享受到便捷的旅游服务和舒适的旅游环境。 

3.1.3    优化相关产业布局　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引进

高端酒店、书屋、咖啡店等优秀企业入驻，修建白族

文化馆，石龙乡戏、霸王鞭展演馆，生态博物馆等。

同时结合本地的民族特色打造绿色生态的农家乐，为

旅游者提供高端、健康、特色的旅游产品和旅游体验。

健全的基础设施是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

素，也是助力乡村振兴持续推进的坚实基础。 

3.2    深度挖掘民族文化，持续赋能乡村旅游

乡村文化和旅游融合，是推动当代乡村经济和文

化发展的动力，也是推动乡村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的

重要路径之一[21]。文旅消费在文化和旅游融合的过程

中有两个层面的价值连接作用，一是借助旅游者的消

费行为连通文化旅游吸引物与日常生活场景，通过消

费者的主体参与行为形成商业与旅游吸引物之间“相

互赋值”的过程 [22]。石龙村作为白族文化的聚集地，

需进一步正确认知该村的在地文化属性与增进对中华

文化的认同，深度挖掘白族本原文化元素融入乡村旅

游，激发乡村旅游发展新动能。 

3.2.1    以民族传统文化为灵感，开创独具特色的旅游

产品　融入石龙霸王鞭、白族调等民族传统艺术元素，

赋予文创产品更多的文化内涵和情感价值。挖掘石龙

村历史建筑、白族服饰、刺绣等民族文化资源，开展

民族文化深度体验项目，让人们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

开创多样化的民族特色产品以满足旅游者对异域文化

的探索和体验需求。 

3.2.2    以文旅融合、文旅一体化融合其他产业发展新

业态　开展石龙村“文旅＋生态”，依托村内民族特

色建筑、民族特色美食和村内优美的田园风光等开展

生态休闲客栈、餐厅，为旅游者提供休闲度假、养生

保健、康养旅居的文化、生态环境。开展“文旅＋农

业”，利用村内的农业资源，开展生态农业观光游、

白芸豆采摘、松茸采摘等农事活动体验等。开展“文

旅＋研学”，充分利用世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在村

内设置的白语教学试验点、云南大学民俗研究所设置

的“白族调查研究”工作站，开展白族文化传承与体

验、自然生态探索与保护等为主题的研学旅游活动，

为学生和旅游者提供一个独特的学习和实践平台。 

3.2.3    以专项资金和文化培训加强文化人才的培养　

设立文化人才培养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文化人才的培

训、创作、交流等活动。组织村民开展村内白族文化、

历史文化知识的学习与培训，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

增强村民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明确村内文化人才

的培养方向，如培养白族歌舞、民族传统工艺、乡村

旅游管理等方面的人才服务于村内文化发展和乡村

振兴。 

3.3    丰富旅游活动，打破季节枷锁

季节性因素限制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打破旅

游旺季和淡季界限、缓解季节性带来的不良影响势在

必行。根据石龙村的民族乡村特色与旅游资源特点，

丰富村内旅游产品与活动。 

3.3.1    充分利用时间节点，策划特色活动　根据四季

变换特色，安排与之相适应的旅游活动。如石龙村的

春季开展以赏花（如高山杜鹃、樱花）和踏青（如登

山、徒步）为主题的旅游活动；夏季则开展以山区避

暑度假、野生菌寻摘体验为主题的旅游活动；秋季开

展水果或农作物的采摘活动，品尝新鲜食物和体验丰

收喜悦，还可以观赏石宝山景区的皇菊花海；冬季雪

景美丽，旅游者可欣赏银装素裹的湖光山色。应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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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龙村独特的乡土特色，让旅游者体验四季轮转，延

长其在村中的逗留时间，深度体验村中民族文化，持

续加强旅游旺季效应，缩小旅游旺季和淡季差距。 

3.3.2    利用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策划特色文化活动

　利用石龙村的传统节日和节庆活动，如春节、元宵

节、中秋节、火把节、本主节、关圣帝会、石宝山歌

会等，举办具有地方特色的庆祝活动，如长桌宴、拦

门对歌等，吸引旅游者参与。开发民俗体验项目，如

白族歌舞表演、传统农耕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

等，让旅游者在体验中感受白族文化的魅力。石龙村

要以绿色为底色、以乡愁为原色、以文化为特色共同

推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3.4    拓宽宣传渠道，加强民族品牌建设

乡村旅游品牌战略是为乡村旅游地或乡村旅游企

业创造和培育品牌资产，扩大市场影响力以及提高乡

村旅游市场竞争力的根本性谋略[23]。打造特色乡村旅

游品牌，提升乡村旅游整体吸引力，需要政府、社会

组织、企业和个人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3.4.1    拓宽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渠道　根据石龙村

自身特色，建立具有乡土文化的旅游网站，为旅游者

提供乡村旅游线路、特色文化项目、特色美食等旅游

指引。开设微博、微信公众号、小红书、抖音等社交

媒体账号，及时更新村内景区资讯、发布节日节庆相

关活动信息、与旅游者进行互动。发布短视频、文章

或直播等，将村内特色民俗文化、乡村旅游活动、优

美田园风光等展现在大众眼前。同时发挥大理文旅、

大理融媒、剑川文旅等主流媒体作用进行积极宣

传。线下通过举办乡村歌会、旅游产品展销会、民族

传统节日庆祝等活动，展示乡村的文化与旅游资源，

与旅游者进行更直接的互动交流，提升乡村旅游的吸

引力。 

3.4.2    依托周边特色旅游品牌，主动融入区域性品牌

建设　石龙村应主动加强与周边旅游合作，依托“南

天瑰宝”的石宝山景区、沙溪古镇的文旅 IP、“雕刻

时光、静享剑川”的剑川县等旅游品牌效应，积极依

托“去有风的地方”“有一种生活叫大理”的对外形

象新 IP，积极融入大滇西旅游环线建设。守住石龙村

“一山一水一古村”，打造旅游者心中的“诗与远

方”，推进石龙村乡村文化旅游与品牌营销，提升其

知名度和吸引力。 

4    结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发展乡村旅游的政策保障，

也是乡村旅游在新时代应该积极面对的新要求。实现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

积极意义，在推动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促进乡村文

化传承与发展、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推动乡村生

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民族地区的

乡村拥有优越的自然生态资源和独具魅力的民族文化

资源，将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优势转化为推进乡村旅

游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又助

推乡村振兴的实现。石龙村作为大理剑川县旅游的潜

在热点，探究其乡村旅游发展路径，可推动乡村经济

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等多维度价值的实现，促

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推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同时，也鼓励各民族开展更深层次的交

往交流交融，在这一过程中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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