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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乡村游 建设新农村 
贵州省惠水县好花红乡发展乡村旅游的经验与启示 

●周 俊 

(贵州民族学院 旅游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本文以贵州省惠水县好花红乡为研究个案，研究了西部一个边远、贪困的少数民族村寨，通过发展乡 

村旅游，走上以旅促农、助农增收的富民之路所取得的经验与启示，这对于像贵州这样的西部省区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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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水县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在这块神奇的土 

地上，古老的涟江水不仅润育了勤劳勇敢的各族人 

民，还浇灌出一朵朵 自然纯朴、清新秀丽的民族艺 

术之花。其中布依族民歌《好花红》以其优美的旋 

律、悠扬的曲调、自然纯朴的情感、清新甜美的气 

息，唱向了贵州、唱向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让世人注 

目。而《好花红》的故乡——贵州惠水县好花红乡 

则依托自然风光和淳朴民风民俗，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经济，使长期靠山吃山的农民真正找到了一条旅 

游扶贫之路，旅游致富之路。 

2000年以来好花红乡结合旅游扶贫和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一手抓农副业种植和养殖，一手抓 

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农 民的人均纯收入从 

2000年的1540元提高到2005年的 1980元。增长 

了35％。旅游开发前，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86％ 

以上，从事服务业的不到 10％，2005年发展旅游业 

后，全乡从事旅游的人数达 1240人，占全乡总劳动 

力的22％。旅游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使 

好花红乡的面貌焕然一新。 

尽管好花红乡的乡村旅游与北京、成都等大都 

市城郊乡村旅游经济发达区相比还存在档次低、规 

模小、效益差等不足，有待发展、完善和提高，但好 

花红乡作为西部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贫困乡，通过 

发展乡村旅游使农民迈上小康之路的实践值得我 

们借鉴和思考。 
一

、发展乡村旅游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有效途径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国家 

“十一五”规划提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 

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加快新农村 

建设。为了配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家旅游局 

确定 2006年为“中国乡村游”主题年，要求将“旅 

游产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本地区旅 

游业发展的重要 目标之一。 

乡村旅游是指在乡村地区或城市郊区开展的休 

闲、求知和回归 自然的旅游活动，它以乡村 田园风 

光、特色农业景观、乡村民俗文化以及农林生产经营 

活动为吸引物，以休闲度假村、休闲农庄、休闲农舍 

等为载体，是让城镇居民为主的旅游者欣赏田园风 

光、体验农家生活、感受乡土文化、品尝乡村美食并 

从中获得愉悦的娱乐和审美活动。乡村旅游的主体 

是以城镇居民为主的旅游者，通过城市居民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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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游消费，可以实现国民收入在城乡的再分配，缩 

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起到以城带乡的作用。 

好花红乡发展乡村旅游的经验证明，发展乡村 

旅游能够为农民提供就业岗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 

力问题；能够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能够 

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 

能够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与党的新农村建设 

目标完全吻合。 

惠水县还有大量的具有开发潜力的乡村旅游 

资源“待在深山无人识”。因此，各级党委政府要 

把发展乡村旅游放在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总体思 

路中加以考察，作为当前与今后农村工作的一项重 

要内容，有条件的地方应将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建设 

新农村的有力手抓手。 

二、良好的人文、自然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发 

展的前提和基础 

旅游经济发展与人文、[{然生态环境是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任何旅游活动郜是人类与周围环境 

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过程，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就没有旅游，这对乡村旅游的发展尤其重要。乡村 

旅游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利用优美的自然环境和 

浓郁的民族文化来吸引旅游者，满足他们不断增长 

的旅游需求。 

好花红乡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它座 

落在“涟江——燕子洞”省级风景名胜区的涟江河 

畔。《好花红》这首布依族民歌，在数百年以前就 

流行于涟江河畔的一个布依族村寨——辉岩寨。 

辉岩寨位于惠水涟江大坝南岸的辉油坝上，占地面 

积3平方公里，有耕地 840多亩，橘园240亩。寨 

子周边分为水碾坝、上坝和底下坝。其特点是坝与 

坝相连，形成了寨连坝、坝连寨的格局。寨前有一 

条由北向南奔流不息的涟江，寨中还有一条叫西绕 

的清溪。辉油寨依山傍水，涟江清澈明亮，两岸苍 

翠对峙，寨子周边是成片成带的橘林，河边、沟坎、 

路旁还生长着一蓬蓬刺梨，真是“绿树掩青屋，稻 

麦掀金浪，四时花无尽，百鸟齐争鸣。”在这块土地 

上居中住的250多户布依族，从古到今，他们一代 

又一代在这里耕耘劳作 ，繁衍生息，以自己的聪明 

才智和辛勤劳动，创造了本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 

辉岩寨是一个难得而又美丽的布依村寨，素有“文 

化之乡、金橘之乡、山歌之乡”的美称。 

特色是旅游的生命，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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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旅游和民族文化相结合，引导乡村旅游提质升 

档。贵州的乡村旅游在很大比例上是一个民族村 

寨游，这与四川、重庆和东部地区开展的“农家乐” 

是不同的，成都郊区的农家乐是一个城市居民打麻 

将、吃东西的地方，缺乏文化氛围，而贵州的乡村 

游，更多的是苗家乐、侗家乐、土家乐，不管是雷山 

的朗德上寨、西江苗寨，还是贵定的音寨，江口的土 

家云舍，平坝的天龙屯堡，都具有极高的文化内涵， 

在这些民族村寨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享受。好花 

红乡以优美的布依情歌、纯朴的民风民情和浓厚的 

民族文化和鲜红甜美的金钱橘吸引了中外旅游者， 

好花红乡已成为在贵州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布 

依族人文、历史和自然和谐发展的旅游胜地。 

三、政府主导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 

当前乡村旅游开发缺乏规划，农村旅游基础设 

施滞后、农民经营旅游的素质低是制约乡村旅游经 

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好花红乡发展乡村旅游的实 

践证明，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政府的强有力支 

持，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 

第一，要制定乡村旅游整体开发规划。明确乡 

村旅游资源结构优势、重点开发区域及项目、相关 

配套措施等。要突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对生 

态特别脆弱的资源，宁可不开发。乡村旅游规划要 

与区域旅游总体规划、城市发展规划相协调，服从 

和服务于区域旅游总体规划和城市发展规划，杜绝 

重复建设和任意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第二，要合理运用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在乡村 

旅游开发中，有各式各样的开发模式：有“农户 + 

农户”模式，有“公司+农户”模式，有“公司 +社区 

+农户”模式，有公司制模式，有股份制模式，有 

“政府 +公司 +农村旅游协会 +旅行社”模式，有 

“政府 +公司 +农户”模式，有个体农庄模式。在 

惠水县的乡村旅游开发中，可采用政府、部门、村 

委、村民共同投资开发办法，政府和部门负责乡村 

旅游的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发展环境，村委 

负责组织村民参与歌舞表演、导游、工艺品制作、提 

供住宿餐饮等。 

第三，要在政策、资金、招商引资方面扶持乡村 

旅游开发。在政府公共财政资金使用上，适度向农 

村倾斜，着重解决农村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如 

旅游交通、停车场、公共厕所等旅游基础要素设施。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要尽快出台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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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措施 ，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乡村旅游开 

发，对开发乡村旅游的业主给予政策扶持，如土地 

流转使用、农村信贷、税费减免等。使用政府招商 

引资的信息和平台，依托本土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 

引进适宜项目，开发乡村旅游资源。 

第四，要把好市场定位。乡村旅游产品具有公 

共旅游产品的特征，客观上面向公共旅游者销售。 

但在乡村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又有其主体市场。 

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的初级阶段，客源市场以近程 

市场为主(通常距离在 20公里以内，出行到达时 

间 1小时以内)，消费群体以相邻城区城市的中、 

高收入居民为主，旅游方式 自主游为主，游客以旅 

游观光、休闲娱乐等为主要活动。在乡村旅游产品 

成熟阶段，客源市场仍以近程市场为主导，并逐渐 

延伸到相邻大中城市的中层旅游市场，省外、境外 

的远程市场。因此乡村旅游要根据资源品位及产 

品特征确定目标市场，开拓目标市场。针对惠水县 

好花红乡的旅游开发，在初级阶段，客源 目标市场 

就是惠水县城和贵阳市，在乡村旅游产品成熟阶 

段，客源目标市场将向省外、国外拓展。 

四、特色主题活动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助力器 

贵州发展旅游业的特色主题产品之一就是少 

数民族文化，在贵州的少数民族村寨，乡村旅游的 

主题活动主要是少数民族歌舞和风俗表演，村寨都 

设有专门的表演广场，组织了专门的表演队伍，表 

演还特别注意吸引游客参与其中，起到了传播文 

化、展示风情、调动游客的作用。 

惠水县委、县人民政府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立 

足点就是紧紧抓住《好花红》这个文化艺术品牌大 

做旅游文章，于2001年 11月 17日成功举办了《贵 

州?惠水首届好花红艺术节》，2002年 10月 19 

日，惠水县又成功举办《第二届贵州?惠水好花红 

艺术节》，2006年 11月 27日，惠水县将举办《第三 

届中国贵州?惠水首届好花红艺术节暨首届金钱 

桔节》。通过举办节庆这种促销活动，让《好花红》 

这张名片将更响、更亮，从而提高了惠水在全省、全 

国的知名度。 

从《好花红艺术节》的成功举办可见，特色主 

题活动的策划编制体现了三个突出：一是突出地方 

特有文化，把文化以文艺或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 

二是突出游客参与性，无论是文艺表演或是专门的 

农事活动，都尽可能吸引游客参与其中，游客由单 

纯的看客变为体验者，使乡村旅游的质量明显提 

升；三是注意突出主题活动的先进性 ，特别是在民 

族文化和休闲文化中，注意选择和引导健康向上的 

主题活动。好花红艺术节对弘扬布依族文化的做 

法值得称道。 

五、注重品牌塑造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客观须要 

乡村旅游是一种新的旅游形式，是旅游产品中 

的一个新品种。作为旅游产品就要受市场的检验， 

就要遵循旅游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要实施有效 

的市场准确性进入制度，防止出现一轰而上，同类 

产品做多做烂而互相抵毁的现象。在塑造品牌方 

面，有几个方面作法值得借鉴。 

一 是能够为村寨或景观取一个深含韵味、富于 

美感的名字，与乡村美丽的景色相映成趣，对景观 

起到了很好的提升作用。在这方面惠水县为了维 

护、宣传《好花红》这一民族口牌，决定把《好花红》 

的发源地“毛家苑乡”更名为“好花红乡”，可谓高 

瞻远瞩，让人敬佩。贵州贵定的音寨打出了“金海 

雪山”的品牌，初闻让人费解，主人一讲才知“金 

海”是这里春天万亩的油菜花竞相开放，一片金色 

的海洋，“雪山”则是千顷的梨花开放时，花瓣随风 

四散，似满天飞雪，故名“雪山”。四川成都近郊的 

三圣花乡则在强化“三圣花乡”总体概念基础上， 

推出了“花乡农居”、“荷塘月色”、“东篱菊园”、 

“幸福梅林”、“江家菜地”五个不同主题景区，称之 

为“五朵金花”。整体策划构思新颖，各具特色。 

二是要注重宣传促销。宣传促销是现代旅游企 

业经营管理的核心，也是实现效益最大化有必然途 

径。乡村旅游点要改变等客上门的经营模式，转变 

“酒香不怕巷子深”经营观念，充分利用现代传媒 

(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借助旅行社等中介机 

构，宣传乡村旅游品牌。条件成熟的乡村旅游区，可 

以组成乡村旅游集团，有组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 

到周边城市开展近中程旅游市场专题促销。力争以 

精致绝伦的旅游产品、质优价廉的人文服务吸引中 

远程游客，抢占乡村旅游市场的先机。惠水县力争 

每年秋季举办“好花红艺术节”和“涟江金钱桔节”， 

通过这“两节”来打造惠水县秋季旅游品牌。 

三是注意对品牌的保护和延伸。对策划推出 

的品牌及时申请注册及品牌保护，同时把品牌文化 

向各领域、深层次延伸，引导农民和经营户在店名 

店貌、着装言语、餐饮购物等方面延伸和创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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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互相促进、相互支撑的品牌体系，用品牌来确 

保质尺，用品牌来提升水准，用品牌来吸引市场。 

《好花红》不仅是布依族民歌，而且已成为民族文 

化的品牌。以《好花红》冠名的品名、物名、厂地名 

相继产生，并誉满神州。《好花红》已被确定为布 

依族学会的会歌，布依族歌舞《好花红》成为推荐 

贵州旅游的精品大餐《多彩贵州风》的主要节 目， 

还成立了贵阳好花红艺术学校等等。 

四是要突出特色。特色是旅游的生命，文化是 

旅游的灵魂。要克服棋牌娱乐、品茶聊天、豆花饭 

菜就是乡村旅游的片面认识，也不能片面追求高档 

次、城市化的消费模式，把城市里流行的时尚搬到 

农村的错误理念。依托本地自然资源，挖掘历史文 

化资源，开发出旅游者喜爱的，具有本土特色的乡 

村旅游产品。或突出自然生态、或突出文化底蕴、 

或突出经典名食，或突出人文氛围，围绕“新、奇、 

特”打造出一批在省内、国内乃至国际上叫得响的 

乡村旅游品牌。好花红乡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 

就是紧紧抓住了布依族文化与自然优美的生态环 

境，突出“中国布依第一堂屋”这个鲜明形象，取得 

了较好的成绩。 

六、加强对乡村从业人员的培训是提高乡村旅 

游质量的重要手段 

有的学者曾以成都市为例所做的调查显示：在 

成都市的乡村旅游中城市人的经营水平普遍高于 

普通农户，有过外出工作经历、主动外出考察和接 

受过培训的农户的经营水平又普遍高于其他农户。 

这一结果充分说明从业人员的素质、视野与经营水 

平密切相关，而要提高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就 

必须加强对广大农民的培训。 

其一，利用各种机会在农村传授旅游基础知 

识，宣传旅游法规政策。 

其二，加强对农民服务意识的培训，使农民能 

很快转变角色，为游客提供”热情、周到、体贴”的 

服务。 

其三，组织农民到乡村旅游发展较好的地方学 

习取经，扩大他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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