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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当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振兴乡村成了我国需

要解决的一大问题。在此，结合武陵山区文化旅游产业

的经济、文化进行分析，推动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这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武陵山区的文化产业对

于乡村振兴战略来说，具有人才回流、保护农村生态、

推动文化振兴等多重意义，民俗体育文化的生存与发展

策略极其具有研究价值。此外，人才也是乡村振兴的关

键，由于乡村人才资源匮乏，人才流失现象严重，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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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缺乏能带领乡村发展的关键人才。在这一背景下，

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让乡村致富带头人成为推动乡村

发展的核心力量，引领乡村发展的动力，成为当务之急。

一、武陵山区概况

武陵山区是中国现有的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之一，该地区东临两湖，西通巴蜀，北连关中，南达两

广，是我国各民族南来北往最频繁之地。该地区幅员辽

阔，并且该地区大部分由地处武陵山脉而得名 [1]。该地

区还居住着很多民族，如汉、土家、苗等民族，汉语方

言的西南官话使用量较大，而少数民族的语言就有苗语、

土家语等多种。武陵山区大部分地带属于扶贫攻坚规划

里的新概念武陵山片区。武陵山区整体经济发展较为落

后，山区的乡村贫困村较多，居民生活水平相对比较

差。柑橘、魔芋、肉用山羊、茶叶是武陵山区的四大支

柱产业，产量丰富，售往全国各地。武陵山区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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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蕴深厚，有数十处旧石器时代遗址。饮食文化较为丰

富，湘西北“湘菜”和渝东南“川菜”为特色的“饮食

文化”。名胜文化众多，“大武陵旅游金三角”长江三峡、

张家界、梵净山为龙头的“名胜文化”。旅游资源丰富，

湘西凤凰古城、乌江画廊等。

二、积极发展旅游产业，推动乡村振兴

1. 经济方面

当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经济条件和生

活水平也在提升，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越来越强烈，

很多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也不断扩大，乡村旅游也是振兴

乡村的一大手段 [2]。首先，乡村旅游对经济发展有促进

作用，收入来源不仅依靠以往的纯务农，从而拉升了乡

村的总体经济水平，增加了就业机会，拓宽了就业渠

道，有利于乡村振兴的实现。其次，乡村旅游丰富了居

民的经济来源方式，以前乡村经济来源主要通过务农实

现，务农投入时间成本大，但收益相对少，大部分乡村

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乡村旅游的出现改变了以往的谋

生模式，乡村居民经济来源方式的拓宽一定程度上可缓

解农村“空心化”现象，有利于乡村可持续发展 [3]。最

后，乡村旅游带动了乡村经济结构变化，纯务农家庭变

少，出现了旅游主导型农户。部分村民已经完全依靠旅

游维持生计，乡村旅游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或丰富了

研究区经济的结构。

2. 社会文化方面

文化也是一个地方的重要元素之一，游客对文化的

选择以及接受程度是能否吸引游客的一个重要因素。对

于文化要围绕乡村旅游各要素特别是特色住宿、餐饮、

购物、娱乐等短板，保护生态、植入文态、创新业态，

开发富有创意和魅力的文创产品。第一，由于乡村旅游

的发展，研究区大多数农户已经偏向转型，随着旅游人

员的逐渐增多，当地经济和居民收入对发展旅游业也越

来越依赖，对该文化产业的重视度也越来越高，关心乡

村振兴 [4]。第二，居民的意识加强了，素质也普遍提高，

街坊邻里相处融洽，和来往游客也基本没有冲突，当地

百姓的热情好客为研究区的乡村振兴加分不少。第三，

旅游的发展对当地淳朴的民风和价值观提出了挑战，根

据调查分析结果，对于哄抬物价等不良行为，当地居民

给出了极为一致的声音——强烈反对，经过实地调查，

发现研究区的确没有哄抬物价、影响文明的情况。当地

私营业主解释说，这些问题都是村干部反复强调并警告

过的，一切商品只允许平价售卖，不能因为位于景区便

高价售卖、避免与游客发生冲突，要热情待客、真诚待

人。第四，很多当地居民对发展旅游业也一直保持积极

态度，很多都会主动去发展旅游业，比如一些家庭旅店、

农民导游等等，这些都可以很好地帮助居民改善生活条

件，同时也可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三、乡村振兴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 乡村旅游项目产品缺乏吸引力

近年来，该地区致力于促进旅游业发展，并实现全

域旅游示范区建设，的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在发展

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存在。许多景区产品设计模式单一，

无法对游客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基本上体现在传统业态

方面，如观光、吃农家饭等。从项目选择方面来看，普

遍存在盲目跟风的现象，缺少充分的市场调研，同质化

的问题广泛存在，很难让游客获得深刻的体验 [5]。许多产

品过于粗糙，并未进行深度开发，缺乏创新性，也没有充

分体现出本地区的文化特色，难以使游客的多元化需求得

到满足，经营惨淡。个别地区还修建了许多人造景点，没

有延续本地原有的民族特色，呈现出城市化特征，自然也

就无法对游客产生吸引力。许多旅游景点火爆一段时间之

后便无人问津，无法实现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目标。

2. 乡村旅游参与主体不足

目前，武陵山贫困区内的大多数青壮年选择外出打

工，村里常年都是儿童、老人、妇女等一些劳动力有限

的留守人员。由于缺少青壮劳动力，缺少有文化、懂技

术、能经营的农民，同时缺乏乡村旅游景点打造、设施

维修、经营管理等相关知识与能力，因而真正进入旅游

行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人员较少。一些村民对国家提

出的乡村旅游建设的认识程度不够、理解不充分，在乡

村旅游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等、靠、要”等不良情况，

积极性、主动性不强。

四、乡村振兴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有效方式

1. 传承和保护乡村自然风貌

十九大以来，在国家城乡多元化背景下，中华传统

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离不开乡村这个平台载体，乡村是对

传统文化进行保护与传承的阵地，与此同时，其也是优

秀中华传统文化，能够以多元化方式进行完美展现的重

要场所。最为关键性的是，对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进行

传承与保护，是实现乡村振兴与打造特色化农村的高效

途径。如果没有了乡村村落，我大中华的优秀传统性文

化会被泯灭在历史长河中，为了能让传统文化在乡村建

设中获得健康性发展，需要从几个方面开始着手，首先，

需要地方与国家制定科学化、合理化的传统性乡村文化

保护体系，对于那些富有不同风格、特点、类别及面貌

的村落，运用灵动多样、差异化的、定制化手法进行保

护与管理，以此来实现不同区域内乡村传统文化还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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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与传承。然后，国家与地方性机构要激励那些非

营利性的机构部门介入，加强全社会保护传统文化的认

知意识，通过保护传统文化单位部门、相关民间保护文

化机构组织等的全面参与，导引社会运用正确的方法来

对古村落建筑群、传统民间工艺及进行保护 [6]。最后，

需要借由商业投资等来对村落进行保护，通过民间资本

的有效投入，来实现村落商业化运转，实现以商业保护

村落、保护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目标，可以通过生态旅

游的开发、民宿等商业化行为来对村落富有的优秀文化

传输速度进行提升，也能够获得更加多的资金来推进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在这个进程中，一些公益性保护

部门及政府，可以给商业部门提供一些专业性的传承建

议与保护措施，继而保障商业行为在传统文化创收及保

护方面能够进行高效的融合。

2. 政府和党要坚持走群众路线

党与政府要一直坚持走群众方面的途径，切实做到

从群众中产生，回归到群众里去。广大乡村居民身为振兴

乡村工作的直接参加人员和主力军，更加是这项工作的直

接受益者。如果说，乡村居民在文化振兴建设工作过程中

仅仅只是在一旁观看，而不是直接参与，那么农村居民团

体对乡村振兴过程中，重要效用的发挥就会受到极大的影

响 [7]。所以，就目前乡村振兴文化建设工作来讲，必须要

对农民团体在建设工作中的主体地位予以落实与重视，对

他们主人翁思维意识进行全面培育，为他们打造崭新的乡

村农民形象，使其在乡村振兴文化建设工作中的作用获得

充分发挥。而想要让农民在文化振兴中的地位获得全面展

示，就需要党与政府一直坚持以人为本这一理念已是，对

农民的主体地位进行强化，并且，还需要给予农民最大程

度的政治权利，通过他们自发性进行乡村振兴建设工作的

展开，以此达成民主管理模式效果提升的目标。

3. 培养文化产业专门化人才

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基于乡村振

兴战略中对人才的要求，在生态旅游中也需要注重人才

培养。专业性旅游人才是武陵山片区生态旅游发展的重

要动力，这关系到能否建立起合理的旅游人力资源体系。

首先，武陵山片区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出符合自身

实际的人才优惠政策，留住与引进更多的专业性人才，

为该片区的旅游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持。对内可以加

强对现有人才的专业培训与激励，提升他们投入旅游行

业的积极性；对外可以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吸纳更多可

用人才。其次，要调动武陵山片区当地农民的积极性、

创造性，鼓励农民积极投身当地的旅游行业，使农民在

生态旅游的发展中受益。与此同时，武陵山片区还需要

不断提高农民的管理水平，加强对服务管理的培训，提

倡诚信、合法经营 [8]。最后，武陵山片区可以运用多种

培训方式，如邀请专家进行讲学，以丰富旅游工作者的

相关理论知识和经验；相关管理部门可以开展生态旅游

区开发建设的培训讲座，学习本片区生态旅游的经营管

理理念；旅游工作者也可以自主阅读相关书籍，提升和

完善自己的专业能力。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乡村振兴是时代发展背景下国家社会和

乡村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乡村振兴不仅能够开发乡村经

济发展的活力，提高乡村经济发展的速度，改善乡村经

济发展的效果，而且还能够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推动

中国梦的实现。而武陵山区旅游业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

值，都应加以重视。对农民而言，旅游业的发展是他们

的精神象征，促进现代与传统的平衡、加强对民族旅游

产业的开发，对于满足武陵山区人民的精神文明与物质

文明需求而言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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