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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研究
彭丽莎

（湘西开放大学，湖南 湘西 416000）

摘要：特色村寨犹如一首沁人心脾的老歌，传唱着生命的生生不息；特色村寨犹如一幅美丽的油画，绘出了一场美不胜收的风景；

特色村寨犹如一本智慧典籍，记录了先人的聪明才智……历经千年洗礼依然屹立于现在的少数民族村寨，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乡

村振兴战略的影响下，相关部门加大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设力度。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对湖南湘西特色村寨的建设展开了

研究，以期实现古建筑的传承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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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乡土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各民族在长时间的文化酝

酿中，形成了不同的建筑特色与风土人情。湘西村寨是湘西人民

在千年农耕文明的进程中逐渐汇集而成的建筑结晶，有着浓厚的

湘西韵味，其用特别的建筑符号来展现湘西恢宏壮丽的历史，由

此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民族各个时期经济、生产和体制方面的发展

情况。近些年以来，我国城镇化与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形成

了巨大冲击。过去几年部分地区村寨所在地相关部门认为古建筑

保留的意义不大，所以主张将其拆除，然后进行统一修建，而村

民出于私心作祟，对建筑物随意改造，也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下，

政府部门和当地居民加强对湘西村寨建筑的保护，就势在必行。

一、乡村振兴与湘西特色村寨建设关系阐释

（一）乡村振兴战略可以促进湘西村寨的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指的是分别从乡村产业、乡村人才、乡村组织、

乡村生态与乡村文化五方面着手，实现乡村的兴旺昌盛。该战略

的提出是以提高村民产业参与度与收益为目的，希望可以彻底解

决农村出现的产业发展滞后、农民就业难等问题，以保证当地群

众收入的稳定。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特色村寨的传承与保护是

我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浓缩，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符合村寨保护与

传承的思路。该战略中的落脚点与湘西村寨建设思路不谋而合，

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例如战略中提到乡村发展需要秉承“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和“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原则，强调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和谐共生思想，希望通过乡村的绿色发

展来带领乡村实现振兴。湘西村寨的建设过程中，同样需要相关

部门避免盲目性，要结合地域特色，进行合理规划，进一步突出

重点和特色。这不仅可以提高湘西特色村寨的生产效率，而且也

可以提升自然资源的利用率，避免社会环境被破坏。与此同时，

湘西也可以借助该战略，发展村寨旅游产业，转变当地单一的经

济结构，使其区域多元化发展，活跃地域经济形势。

（二）特色村寨保护为乡村振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党在十九大会议上做出的重大部署。乡村

振兴战略需要对地域空间进行科学统筹，形成正确格局，更要当

地部门优化乡村的生产生活空间，对该战略的实施分门别类，以

此推动乡村与城市的和谐发展。湘西特色村寨的建设和保护，需

要相关人员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主义村容村貌，不但要提高经济

发展，还要致力于增加村民收入，将特色村寨建设与保护和民族

文化联系起来，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由此可以看出湘西

特色村寨的建设早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湘西特色村寨建设现状　　

（一）建设材料使用过度

村寨建设必然会涉及到材料使用，因各方面元素的影响，现

有村寨改造期间，出现了建筑材料浪费的问题，部分人员对此报

以盲目崇拜的心态，认为只要是现代材料，就一定是好材料，忽

略了湘西本土建筑材料的优势和特色。例如，部分地区把原本的

木质栏杆替换为了不锈钢材料，把富有湘西韵味的木质雕花窗格，

改为了铝合金或是塑钢材料，以此增强现代感。尽管人们的观念

一直在进步，但是这种情况会使房屋建筑的原本风貌被破坏。另外，

建筑材料过度使用的情况下，因过度使用也会增加各级政府的支

出，不利于维持建筑整体风貌。

（二）古今结合形式不当

村寨在进行改扩建的过程中，现代观念的渗透使部分设计人

员会改变传统思路，尽管保留了主体建筑的结构，但在架空层采

用了砖混结构，并且外墙装饰很多也是采用了建筑外墙装饰的方

式，贴上了不同颜色的墙砖。虽然可以看出设计人员先进的理念，

不过因为古今结合的方式不当，会造成“四不像”的局面。还有

的村落会在建设时增加一部分住房，搭建卫生间与伙房，不过所

增加的建筑是现代砖混结构，在外墙白瓷砖的衬托下，导致原本

的村寨建筑结构丧失了原汁原味，显得与湘西村寨群格格不入。

（三）村民违规拆建房屋

因当地村落的部分居民长期外出，家里住房年久失修，在没

有限制的情况下，这部分村

民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设计来重新修建房屋，把原本的“土、

石、木”拆除，替换为具有现代风格的建筑房屋，同样采用砖混结构，

贴上不同颜色的墙砖，所有的建筑材料与建筑风格都展现出了现

代建筑风格。当这一抹现代建筑作为点缀，与青灰瓦的木质房屋

坐落在一起时，会形成剧烈的反差，感觉十分扎眼，传统古村落

的风貌被破坏，也会渐渐使当地的特色消失殆尽。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路径

（一）做好顶层设计，统筹村寨规划

特色村寨建设的过程中，势必会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且预

期规划问题，难以避免在贫困地区施工。在此背景下，笔者认为

湘西政府部门要做好顶层设计，从全局对村寨的建设、保护和传

承进行规划，做到统筹全局，要尽可能避免村寨建设成为当地部

门不当收入的“温床”。对此，相关部门可从下列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要立足全局进行调控，还要对湘西特色村

寨项目的利弊进行重新考量，在坚持“顶层设计”的同时，及时

对《规划纲要》做出调整，使其能够更具实操性，彻底解决特色

村寨建设中存在的发展目标失衡问题；另外，根据相关统计数据

来看，湘西包括 40 个特色村寨。每个村寨因地势、人口等方面的

不同，具体的建设方案也有明显差异。对此，笔者认为各级部门

应该结合各村寨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方案。例如，湘西的泸西

县潭溪镇新寨坪村百年古树是其一大特点，整齐的木屋青瓦，古

树成群、层层梯田，乡村的宁静和谐在这里成为了现实。当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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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科学详细的生态旅游规划，发挥当地的资

源优势，既避免了大肆浪费土地，而且也实现了本土资源利用的

最大化。后续的发展中，笔者认为湘西自治州村寨建设可借鉴新

寨坪村的思路，以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为引导，从不方面完善相

关方案，如民居保护、民居改造以及特色产业发展等。

（二）注重人才衔接，规避人才断层

湘西村寨属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民族文化人才

挖掘与培养能够有效解决古建筑传承中的人才断层问题。经了解，

湘西在发展乡村经济方面，时刻关注人才力量，分别从政策、相

关机制等方面入手，加强了人才的培养。为留住更多的古建筑，

继承我国的传统文化，笔者认为当地部门可以如下完善：第一，

强化本土教育机构的地位与作用。湘西地处人文底蕴深厚的三湘

大地上，多所高等院校在历史的车轮中历久弥新。各乡镇机构可

以和当地的高校进行合作，将自身特色融入高等教育中，增强本

地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深化文化传承意识。如现在湘西州本地的

高等院校每年为当地培养 3000 多名高素质产业人才特别是涉农领

域的专技人才。目前有 30% 的农民大学生进入村干队伍，20% 的

农民大学生成为产业致富带头人。由于村寨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所以还需要双方密切合作，培养更多的本土人才；第二，设立专

项人才发展基金。人才培养和发展需要一定的经济来源作为支撑，

根据实际人才培养的需求，当地财政部门可设计专项的人才培养

基金，用于支持湘西地区村寨建设，使古建筑群能够得到保护和

传承。

（三）坚持因地制宜，开发特色产业

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第一，根

据湘西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生态环境、气候特色，发展具有地方特

色的特色产业。湘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设必要依托当地的地

理条件、气候、土壤等自然生态环境，开展特色农业种植和生产。

第二，提高地方特色产业的附加值，增加当地人民的经济收入，

提高当地村民的生活水平。特色产业能够可持续的发展，成为当

地村寨经济的支柱，取决于产业能否在维护当地生态文明的前提

下，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能否持续地发展，能否运用现代科技

手段，不断提高产品加工程度，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突破产品

的储藏、保鲜等技术难题。第三，构建区域产业集群，增强区域

内产业协调发展，构建完善的产业链条。湘西地区自然资源丰富、

生态环境多样，可以打造很多具有特色的村寨产业，为了保障这

些产业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政府要积极地支持当地建立农村经

济合作组织、行业协会、打造地方龙头企业等，为村寨产业发展

从宏观上规划好发展方向；村寨产业在发展中要重视产品的推广

和营销，运用网络平台、传统的商超平台等开展产品的销售。第四，

注重品牌建设，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扩大产品的影响力。例如古

丈县中寨村引进了湖南鬼溪秘境生态旅游有限公司，开展了“公

司 + 合作社 + 村支两委 + 农户 + 社会精英”的经济模式，因此形

成当地的特色产业。

（四）落实村寨地位，融入日常事务

在特色村寨建设中，村寨要作为建设的主体，将村寨建设纳

入村寨发展的内部事务范畴，上级政府部门不能够越俎代庖，同

时因为特色村寨建设是需要上级政府予以审批和支持的，那么政

府部门要建立和完善特色村寨的验收和监督机制，促进特色村寨

建设科学高效地开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高度重视农村人居环境

的改善工作，并指出在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中要坚持农民的主

体地位，尊重农民的意愿。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是同每一位村民将

来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村寨建设要依靠群众共同建设才能够得到

良好的发展，因此，要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提高村民对特色

村寨建设的理解和支持，让大家能够积极地投身进来，共同建设

好特色村寨。同时，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要进行充分地调研，保

证政策的普适性，同时要建立健全政策的监督机制，保证政策能

够有效地指导和监督村寨建设的实践。首先，民族特色村寨的选择、

确定必须要经过科学的论证，严格地筛选才能够最终确定。不能

够因为建设民族特色村寨而建设民族特色村寨，要根据村寨的实

际情况和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科学地论证。杜绝为了获得政府的

扶持资金而乱上马项目。其次，要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和程序，

规范资金使用情况，监控资金投入取得的效果。第三，给予村民

更多的自治权，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促使他们发挥自身的主观能

动性，为特色村寨增添活力。

（五）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民众关注

近几年，传统文化的宣扬和传承得到了国人的认可和关注，

由此引发的对传统资源的保护更是受到了人们的拥护。如果可以

对湘西特色村寨进行宣传，让更多人关注，那么也会吸引很多人

参与到建设之中。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笔者认为湘西地方机构

可以扩大对湘西特色村寨的宣传力度，扩大其影响力与知识面，

打造特色品牌。例如，各村可以根据湘西不同村落的特色，制定

旅游营销方案，借助县域旅游营销，开展宣传活动，让人们增加

对当地的了解。与此同时，当地机构也可以设计村寨的标志，选

择适合当地村寨发展的口号，印发宣传页、宣传贴画等。另外，

相关人员还可以借助信息量巨大的网络平台，如微信公众号、电

视或是微博等，进行湘西特色村寨品牌宣传。通过新浪微博，以

图文并茂的形式加强旅游推介。以及拍摄特色民族村寨旅游专题

片，并在市县电视台轮回播放来扩大对外影响力。此外，还可编

写工作简报，为湘西特色民族村寨的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进一步推进各项规划按时进行。

四、结语

湘西作为三湘大地，其经济发展和村寨建设一直是国家关注

的重点问题，构建富裕、美丽的民族特色村寨，实现湘西地区的

乡村振兴，更是成为该民族脱贫致富的路径。在乡村振兴战略不

断推进的步伐中，湘西特色村寨建筑文化对于民族经济发展和文

化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我们要做到“在创新中传承、在传承中保护”，

来助力湘西村寨建设回归本源头，使民族特色村寨进入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全面步入和谐与科学发展的小康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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