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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南省怀化市通道县芋头侗寨享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其乡村旅游开发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也存着产品
开发体系不完善、配套设施建设不足、开发模式不成熟等诸多问题，应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开发经营和管理模式、打

造精品和文化特色旅游路线等得力措施加以改进，以推动该地旅游开发走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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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开始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其独特的地域性和民俗资源受到广大游
客的热捧，原本偏僻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通过旅游

业的发展在生产、生活条件上都得到了改善。在当

下文化资源被高度重视的环境下，发展文化旅游也

成为少数民族村落寻求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新路

径。国家民委也印发了《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

规划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指出发展民族特色产
业，加强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１］国内众多学者从

不同角度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进行了研

究：杨懿等人从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城镇体系入手，

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经验与模式并提

出三大战略；［２］龙梅赞专门对湖南少数民族风情旅

游资源开发进行探讨，分析了湖南少数民族旅游的

基本特点并对其旅游资源布局与开发提出见解；［３］

章昌平等对桂黔湘边区民族自治县发展民族生态

旅游进行探讨提出发展策略。［４］本文即参考已有研

究成果，在前期对少数民族村落—芋头村社会实践

调研的基础上对芋头村侗寨旅游发展进行研究，分

析其旅游发展意义，根据调研资料整理其旅游开发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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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助推其旅游开发的策

略，以期丰富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研究并对芋头

侗寨旅游开发及管理提供一定的指导借鉴意义。

　　一　芋头侗寨旅游开发现状

（一）村落基本情况

芋头村位于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离县城双

江镇９公里。村落坐落于丘陵谷地之中，芋头溪自
西向东流过谷地，海拔在５６０—１１００ｍ左右。整个
芋头村分为上寨、中寨、牙上三个寨子组团，村落占

地１１．６平方米，１８３户人家，总人口８１６人，其中精
准扶贫对象３２户１５０人，耕地面积５０３亩，其中水
田５００亩，人均耕地面积０．６亩，２０１５年村民人均
收入１３００元。现有民居１８８幢，鼓楼４座。［５］村落
于２００１年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芋头村所在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个复合的村

落形态。村落分为三个自然组团（见图１）即上寨、
中寨、下寨。经村委会查阅资料发现，村落的生长

过程是从芋头界向东南沿着山坡、谷地慢慢向低处

发展。组成芋头村的三个村寨之间有自然形成的

分界线，如下寨和中寨以之间的青石板路为界，牙

上寨和前两个寨则以山脚芋头溪上的石拱桥为转

折点。

图１　村落空间分布图

　　（二）旅游资源基本状况
１．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条件。（１）传统建筑旅

游资源。芋头村建筑类型为典型的湘西吊脚楼，根

据功能区分有民居吊脚楼，门楼，鼓楼，戏台，古桥

（风雨桥），最早建于清代，也有部分建于民国时期，

有着浓厚的历史底蕴，也是传统文化的遗存。独特

的街巷空间，顺应地势，蜿蜒曲折散布连接着整个

村落，巷道空间结构层次分明。（２）典型地方特色
的侗寨民居。通道侗族的住宅建筑，是干栏式民

居。它具有以下的形式特征：底层架空，故又有“高

足屋 ”“高脚楼”或“高床式”建筑之称 ；“架空之楼

行于木秒”，即采用柱承重的体系 ；“人楼居，梯而

上”及居住者采用“地板上起居”的人体行动方式。

（３）自然生态风光旅游资源。芋头村除了具有特色
的建筑旅游资源，其自然风光也十分宜人。传统村

落坐落于大山深处的丘陵谷地之中，芋头溪自西向

东流过谷地，两侧山地都是绿树成荫的热带雨林景

观，海拔在５６０—１１００ｍ左右，空气清新，适合游客
疗养放松。

２．绚丽多彩的人文景观资源。（１）独特的历
史文化遗存旅游资源。侗款文化是芋头村社会历

史发展的产物，也是侗族社会特有的产物，是民间

组织邀集各村寨头人族众“彼此想结，歃血誓约”，

处理氏族和村寨内外的重大事务，侗语称为“款”

（Ｋｕａｎｔ）“合款”（ａｂｓＫｕａｎｔ）或“团款”（Ｄｏｎｃ
Ｋｕａｎｔ）。［６］（２）侗族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少数民族
地区大多民风古朴，保存着侗族长期形成的独特风

尚和习俗。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侗族人民

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如图案精美雅致的侗

锦，和色彩鲜丽的民族服饰文化，能歌善舞的侗族

人民还创造了独特的侗族歌曲与舞蹈，构成了丰富

多彩的侗族文化。［６］

经实地调研和游客调查，将整个村落旅游资源

情况整合见表１。

表１　芋头村旅游资源整合

资源类别 旅游资源价值 数量规模 保存情况

传统建筑：吊脚楼，门

楼，鼓楼，戏台，古桥

（风雨桥）

最早建于清代，部分建于民国时期，具

有历史纪念意义，有浓厚的历史底蕴，

也是传统文化的遗存

吊脚楼７８栋，门楼１座，鼓楼
４座，戏台 １个，风雨桥 ３座，
古井３口，萨岁坛２个

６０％的历史建筑保存完好，质量
较好

侗寨民居

体现侗族地方特色的干栏式住宅，建筑

结构、形式、材料以及建筑技术方法具

有重要的建筑研究价值

全村共有住宅１３７幢，下寨１４
幢，中寨５３幢，上寨７０幢

保存完好，仅３．９％的历史建筑质
量较差需要修缮

自然风光

村落位于丘陵谷地之中，芋头溪自西向

东流过谷地，两侧山林有丰富的药材植

物资源，有良好的生态养生价值

海拔高度 ５６０－１１００ｍ左右，
耕地５０３亩，水田５００亩

生态环境良好，主要为生态林，水

田景观

侗族文化
侗族长期形成的独特习俗，如祭萨岁节

日，侗锦技艺，侗族歌舞
侗族传统节日每年七月七

传统节日延续良好，侗锦技艺，侗

族歌舞只有部分老人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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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旅游开发现状
由于所处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芋头村的旅游

开发起步于２００５年，在十年来的发展过程中经历
了起步阶段，探索开发阶段，逐渐成熟阶段。自

２００５年通道县万佛山侗寨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签约
承包芋头村旅游开发，在怀化市政府的协助下开始

芋头村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奠定了旅游发展的基

础。目前接待游客近２０万人次，日接待游客最多
达到９０００人，旅游收入突破８００万元。但是，由于
地理位置等客观原因，芋头村寨发展条件较差，旅

游产业还不完善，尤其是文化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很

好地开发，旅游业带来的劳动力转移人口有限，只

有部分妇女从事农副产品销售，增加了家庭收入。

１．基础设施建设现状。目前为止，芋头村侗寨
景区修建了代表侗寨特色的景区山门、售票服务

处、道路基本实现了硬化，路况良好，车辆可以抵达

村活动中心，但是可供停车场地面积较小。剩余游

览路线以步行为主，路面均为青石板路。目前已建

的村内公共设施如下图１所示，已完成的旅游服务
设施建设情况如下图２所示。

图２　已建公共基础设施

图３　已建旅游服务设施

２．管理体制。芋头侗寨旅游管理体制是以双
江镇政府主导，通道县万佛山侗寨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为主体，实行承包开发，旅游公司负责收取门票，

联系宣传工作。村民以从事农副产品销售、开旅馆

等方式参与旅游开发。但是在景区经营管理方面

村民没有参与权、知情权和决定权。由村委会代表

村民与旅游公司和政府进行交涉有关事宜。

３．经营模式。芋头侗寨旅游经营目前尚不成
熟，主要是旅游公司负责接待游客负责景区内游览

项目的建设开展，目前也没有形成固定的游览路

线，散客大多是自行游览，公司接待旅行团会有迎

宾拦门、对歌敬酒、侗族歌舞表演等旅游服务项目。

４．游客构成。芋头侗寨目前的游客主要有湖
南省内来周边如万佛山旅游的散客，以考古或学术

调研为主的省内外专家学者，海外游客较少。游客

最多集中在五一、十一这样的黄金周，游客基本不

在景区停留。通过调研当日游客数量与旅游公司

提供的游客信息，发现４５％的游客为短期的散客，
４０％为过路旅行团，只有１５％的游客专门来侗寨
游玩。

５．村民对旅游感知调查。通过调查问卷的发
放了解村民对村寨发展旅游的态度以及开发旅游

对村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共发放调查问卷３０份，
回收有效问卷２４份。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村民对
于当前村寨的旅游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因年

龄段不同而不同，大部分村民对村寨发展旅游的态

度是支持发展，认为当前基础设施建设还需完善，

目前村寨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收入甚微。

　　二　芋头侗寨旅游发展的意义

１．增加经济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芋头村现已
有一家外来旅游公司进行开发经营，旅游业的开发

给村民提供了工作岗位，许多村民因此获得了销售

农副产品的机会，还有村民借此机会经营起乡村旅

社，农家乐餐馆等。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仅创造了良

好的就业环境，而且给这个偏僻落后的村落带来了

新的观念与技术，随着乡村交通条件和通讯条件的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大山里的侗寨也接通了

互联网。

２．推动自然生态保护，传承民族文化。乡村旅
游业发展使得村民意识到现有的村寨环境、建筑、

良好的生态环境都是可以带来经济收入的宝贵资

源，从而自觉加强对于村寨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

主动进行民族文化包括侗语、侗锦技艺的保护与传

承。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收益又可以反过来增

加村落生态保护以及民族文化传承更新的资金投

入。发展民族特色旅游业，把经济发展与特色民居

保护、民族文化传承、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

有利于提高农村的文明建设。

３．推动新农村建设发展。利用农业旅游资源
发展旅游，不仅拓展了农业的功能和领域，还增加

了农民收入。乡村旅游项目的建设可以带动基础

设施建设、乡村环境改善，明显提升农村居民生活

质量，是惠及农民群众的民生工程。乡村旅游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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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对于推动农村致富，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提升地方整体形象，推动新农村建设都具有积极的

意义。［７］

　　三　芋头侗寨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１．旅游产品开发体系不完善，造成资源浪费。
旅游开发公司虽然对侗寨文化进行了大力宣传，提

升了芋头村的知名度，但是却没有完善旅游路线设

计。通过实地调研发现从怀化市到芋头村交通不

便，没有专门的旅游专线。其次芋头村拥有得天独

厚的生态环境，山林景观，药材资源。但是现有的

旅游开发仅涉及村寨建筑民居、饮食、民族表演等

内容，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却没有得到开发与

利用。

２．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旅游配套设施建设不
足。芋头村相关基础设施有待完善，现在整个村寨

只有入口处一个小型停车场，最多可容纳２０辆车；
周边的服务设备没有配套，如道路、洗手间，电话亭

等公共设施都比较薄弱，也没有条件稍好的宾馆，

制约了当地旅游的整体发展。

３．旅游开发由旅游公司独立承包，居民难以
参与受益。虽然旅游公司的开发建设改善了村寨

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村民从中受益，但是旅游

活动一直由承保公司主导，参与居民较少，会造成

旅游区利益分配的不公平，村寨居民原本平静的生

活被打破，但是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开发者与村

民会存在隐形的矛盾，不利于旅游的健康发展。

　　四　新时期推进芋头村旅游发展的建议与
对策

　　１．打造精品和文化特色旅游路线。目前旅游
路线主要是以观光型为主，游客切身感受体验侗族

文化的旅游活动较少，可根据不同游客爱好需求，

打造不同的精品旅游路线，突出芋头村侗寨的特

色。可以具体将旅游线路设计如下：（１）侗寨拦门
敬酒欢迎游客仪式，参观侗寨民居，观看侗族歌舞

表演。（２）游客进入侗寨人家吃侗家宴，穿侗族服
装，体验侗族人民接待宾客的传统仪式。（３）专业
导游带领下参观侗族文化博物馆，侗锦艺术馆，游

客亲自体验制作简单的侗锦。（４）带领游客游览生
态山林路线，体验养生项目，展示特色植物药材，游

客自愿购买。

２．传承民族文化，与旅游开发实现互动。采用
政府或旅游开发公司资金鼓励的形式，对村寨内掌

握侗族传统技艺或者传统文化保留较好的村民进

行奖励，以鼓励村民自发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

护。积极组织举办展示侗族民族文化的歌舞节庆

等活动，加大宣传旅游品牌力度，借助互联网的现

代经济模式，增加虚拟粉丝社群和反馈机制，构建

社会化网络的旅游品牌粉丝经济模型［８］。但是在

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要正确引导当地居民，不可为

了利益过度开发，从而改变了传统文化原有的价值

和韵味，不可忽视对民族文化的保护。

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旅游服务设施。针
对目前芋头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现状，旅游开发

公司可增加景区内农家乐、乡村旅馆的建设，并按

照星级酒店服务质量等级划分标准建设。修建专

门的停车场地以供自驾游的游客停车，完善景区内

小商铺的经营环境，增建卫生公共厕所、垃圾箱、路

灯、游客休息服务中心等设施。另外，增加景区专

线班车，方便散客到达景区。

４．调整开发经营模式，增加当地村民参与性。
为实现旅游区的可持续发展，营建健康和谐的旅游

开发环境，可以调整目前旅游公司承包开发的单一

模式，政府要引导当地居民参与到旅游活动中来，进

行旅游产品销售、旅游活动管理的工作，将村民纳入

旅游区综合管理体系中，并参与到旅游区收益分配，

提高村民的自主性与责任意识。通过政府引导、旅

游公司规划宣传、村民管理经营的合作开发模式，合

理公平分配收益，共同打造特色侗寨旅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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