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幕降临，每人举起一柄火把，3000 多

人的队伍蜿蜒而上，将二十四道拐盘山路照

得绚烂夺目……今年 8 月，贵州省黔西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举行火把节活动，不

仅让当地群众乐在其中，还吸引了不少外地

游客来“打卡”。

“好看、好玩、好吃又好爽，叫人舍不得离

开！”山东游客李小坤说，音乐节、美食节、篝

火晚会、民族传统运动赛事等轮番上演，一家

人玩得尽兴，不知不觉在这座西南小城逗留

多日。

从“ 来 过 ”到“ 留 下 ”，李 小 坤 这 趟 晴 隆

之 旅 ，折 射 出 贵 州 旅 游 产 业 的 不 断 升 级 。

继前些年实现避暑季游客量“井喷式”增长

后 ，贵 州 瞄 准 打 造 世 界 级 旅 游 目 的 地 新 目

标，围绕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用好自

然珍宝、文化瑰宝，全面推进旅游产业高质

量发展。

喀斯特地貌、山地气候
资源、多彩民族文化

用活特色资源，建立旅
游产品体系

秋日，位于黔西南州的万峰林景区，万

般奇峰重叠，山下金色稻浪铺展。纳灰河弯

曲流淌，串起一座座布依族村寨，好一派迷

人 的 山 水 田 园 风 光 ！ 此 时 ，悠 扬 的 乐 曲 响

起，人们围坐在一起，拿起牛骨胡、竹筒琴等

乐 器 吹 拉 弹 唱 ，演 绎 古 老 的 布 依 族 八 音 坐

唱，令人陶醉。

万峰林景区的自然景观十分独特，被誉为

“锥状喀斯特大型天然博物馆”。“用活特色资

源，让人体验不同旅游乐趣。”韦珍说。作为景

区旅游项目开发负责人，韦珍和同事们努力全

方位展现万峰林的魅力。

万峰林旁边，“乡愁集市”改造升级后，打

造八音坐唱专门展演场所，汇聚草编、蜡染等

非遗工坊，沿街布设民宿、小吃摊、特色餐厅

等，为游客提供集吃、看、娱、购为一体的服

务。景区依托山林、河流、村寨、民俗等元素，

建成 20 个文旅业态组团。今年 1 月至 8 月，

黔西南州兴义市万峰林旅游集团旗下各景点

和场馆累计接待游客超 160 万人次。

森林覆盖率超过 62%，土地面积 92.5%为

山地和丘陵，多山、多河、多瀑、多洞、多湖，贵

州的自然风光千姿百态。同时，多彩民族文

化成就了贵州“文化千岛”“民族文化生态博

物馆”的美名。用活特色资源，丰富旅游产

品，万峰林景区的发展之路，正是贵州各地发

展旅游业的共识。

凭借优越的山地气候资源，六盘水市推

出“春天赏花、夏季避暑、秋季乡游、冬季滑

雪”特色项目，培育出 1 个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8 个省级旅游度假区及 13 个国家 4A 级景

区。遵义市播州区乌江寨将 8 个民族不同的

美食和表演汇聚起来，结合非遗文化打造学

做花草纸、欣赏独竹漂、品尝“八方宴”等场景

式新体验，旅游业绩迅速增长。

坚持“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定位，贵

州推出 5 个世界遗产地、18 个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28 个国家森林公园以及 757 个中国传

统村落，初步建立起功能齐备、种类齐全的旅

游产品体系。“各具特色的自然景观、民族文

化组合开发，有效避免了景观的同质化。”贵

州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

省登记旅游资源单体 82895 处，其中优良级

旅游资源 7000 余处。

“体育赛事+旅游经济”
“研学旅游”“桥旅融合”

丰富旅游业态，满足游
客多元化需求

今年夏天，被网友称为“村超”的乡村足

球联赛，让深藏雷公山腹地的榕江县火爆“出

圈”。20 支以村为单位的业余球队，每踢一

场比赛，平均线上直播观众超 5000 万人次，

有逾 5 万名游客、球迷涌进榕江县。

面对“村超”带来的超高流量，如何让客

人留下来、消费起来？脱贫不到 3 年的榕江

县交出了亮眼答卷——利用场馆周边空地，

规划 2000 余个免费摊位，“地摊经济”搞得有

声有色；举办芦笙等民俗展演，让原汁原味的

传 统 技 艺 与 文 创 产 品 走 近 观 众 ；挖 掘“ 体

育+”元素，旅游景点、特色美食、精品民宿共

同为体育赛事引流……

“县里酒店业迎来发展新机，也面临提升

服务的挑战。我们从今年 2 月起累计向全县

20 余户酒店商户授信，授信金额 2000 余万

元，帮助完成升级改造。”贵州银行榕江支行

行长刘正华说。

榕江县县长徐勃介绍，当地以赛促旅、以

赛促产，努力开发更多“超好吃”“超好游”“超

好玩”的“村超”业态。在两个半月的赛事期

间，累计吸引游客 338.42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 38.34 亿元。

“体育赛事+旅游经济”，榕江县从乡村

体育的“乐子”中找到乡村振兴的“路子”。放

眼贵州全省，各地都在积极探索融合、跨界、

拓展，引导游客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

验”，让旅游变得“有看头、有玩头”，将短时间

的吸引力转化成长久的“回头率”。

天坑幽深、溶洞遍布，位于绥阳县的十二

背后旅游区，形成了洞、林、山、水密布的生态

组合。为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景区推出了

洞穴探秘、飞拉达、攀岩等 10 多项体育旅游

项目，创新开发“洞穴+体育”“洞穴+诗歌”

“洞穴+非遗”等文旅新业态，成功获评国家

级体育旅游示范基地。“研学游成了我们的一

块招牌，客源覆盖到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客

栈常常一房难求。”十二背后旅游区新业态事

业部总经理江伟说。

一些看似平常的场所，一经赋予新玩法，

很快成为吸引游客的新亮点。贵州公路桥梁

超过 2.8 万座，被誉为“桥梁博物馆”，衍生出

的高空蹦极、急速滑降、空中餐厅等项目，开

启了桥旅融合的新尝试；嵌入夜宵、夜景、夜

演、夜购等业态，贵阳市区一个老集市摇身变

成潮玩新地标青云市集，日均客流量迅速攀

升至 4 万人次。

今年 1 月至 7 月，贵州累计接待游客 3.85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4346.79 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15.8%和 26.6%，游客人均消费 1127.76
元，同比增长 9.4%。

“两免两减半”优惠、推
进旅游市场整治

做优旅游服务，擦亮“多
彩贵州”金字招牌

6 月初，贵州推出“两免两减半”优惠活

动 ，对 全 国 各 地 的 学 生 、老 人 、儿 童 等 群 体

实 行 景 区 免 门 票 等 政 策 ，其 他 群 体 实 行 半

价 优 惠 。 同 时 ，在 特 定 时 间 对 外 省 份 入 黔

车辆实行过路费半价优惠。这已经不是贵

州 第 一 次 出 台 旅 游 优 惠 政 策 。 近 年 来 ，针

对 重 点 景 区 景 点 门 票 及 交 通 费 用 ，贵 州 不

断推出优惠措施。

将减免时间放在旺季实行，拿出真金白

银发放文旅消费券，贵州用实打实的措施，彰

显了发展旅游产业的决心与用心：宁愿少赚

点门票钱，也要让游客感受到满满诚意，主动

走进贵州，渐渐喜欢上贵州。

做优旅游服务，各行各业积极作为，共同

擦亮“多彩贵州”金字招牌。8 月底，贵阳至

南宁高铁全线通车，荔波小七孔景区人流量

激增。景区顺势实施“一票 7 日使用制”，为

游客尽情游玩留出充足时间。为保障自驾游

客绿色出行，南方电网在贵州建成充电基础

设施 3.4 万个，充电服务能力达 118 万千瓦，

建成以市（州）所在地为中心、连接 88 个县

区、带动 985 个乡镇的三级充电网络，全省国

家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景点充电桩基本实现

全覆盖，全省骨干充电网架构基本形成。在

贵州银行、国开行贵州省分行等金融机构支

持下，各景区硬件设施标准化、规范化水准不

断提升。

营造游客放心、舒心、安心的旅游环境，

贵州深入推进旅游市场整治三年行动和“黔

锋行动”，出动执法人员 4.1 万人次，检查 1.6
万家次，立案 37 件。从 2017 年开始，连续开

展满意旅游“痛客行”活动，鼓励广大游客和

群众投诉举报旅游中发现和遭遇的“痛点”，

对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给予 200 元至 5000 元

现金奖励。

今年 4 月，有游客向贵阳市公共服务热

线反映，自己被带团导游多次诱导购物并遭

遇其恐吓。执法人员对游客提交的录音证据

进行核实后，迅速采取行动，对涉事导游罚款

两万元，还对所属旅行社给予停业整顿 1 个

月的行政处罚。“没想到这么快，处理力度这

么大！”这名游客感叹。

当前，贵州旅游产业处于优势转化提升

期，将持续深入实施业态升级、服务质量提

升、盘活旅游领域存量项目等行动，加快建设

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推进多彩贵州旅游强省

建设，把旅游业建设成赋能产业、富民产业和

幸福产业。

下图：贵州兴义市万峰林。

张 霆摄（人民视觉）

聚焦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

贵州全面推进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马跃峰 汪志球 程 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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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万峰林雾气升起，座座

山峰若隐若现；午后，马岭河峡谷

瀑 布 奔 腾 ，形 成 一 道 道 彩 虹 ；夜

晚，八音堂里琴声悠扬，布依族八

音坐唱高亢悦耳。

走 进 贵 州 省 黔 西 南 布 依 族

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主城区周边

分布的万峰林、马岭河峡谷等 6
个 国 家 4A 级 景 区 ，令 人 流 连 忘

返 。 作 为 世 界 锥 状 喀 斯 特 地 质

地貌的典型代表，黔西南州立足

瑰丽神奇的山地资源禀赋、绚烂

多 彩 的 民 族 文 化 ，以“ 万 峰 成 林

处，阳光黔西南”为定位，立足特

色资源，做强山地旅游。今年 1
月至 8 月，黔西南州接待国内游

客 2971.02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总

收入 281.38 亿元。

9 月 15 日至 16 日，2023 国际

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将在黔

西 南 州 举 行 ，以 会 带 产 、以 产 促

会，推动当地打造国际一流山地

旅游目的地和国内一流度假康养

目的地。

户外运动乐园——
攀岩、马拉松运

动在万峰成林处开展

沿着盘山路，穿过山林一路

向 上 ，走 进 安 龙 国 家 山 地 户 外

运动示范公园，如入世外桃源，

豁 然 开 朗 。 在 这 里 ，筏 子 河 静

静 流 淌 ，划 桨 人 撑 起 船 桨 悠 悠

向前；攀岩者面对 165 米高的绝

壁向阳而上，挑战登顶；游客们

憩于山顶咖啡吧，迎着山风，享

受清凉……

2021 年，来自广东的一家专

业户外运动企业在考察多地后，

选 择 安 龙 县 笃 山 镇 梨 树 村 这 块

“ 宝 地 ”，开 发 山 地 户 外 运 动 项

目。“既有青山绿水的‘静’，又有山地运动的‘动’，我

们对这里一见钟情。”安龙县世纪投资文旅发展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吴斌说。

吴斌介绍，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公园提升品质，丰

富业态，规划建设栈道攀岩、空中冒险乐园等近 20 个

山地户外运动项目及休闲游憩功能区。运动项目的设

置覆盖国际山地户外运动的多个领域，兼顾各年龄段

和体能层次的人群。

“磅礴数千里，为西南奇胜。”300 多年前，徐霞客

游历贵州，如此盛赞兴义万峰林。万峰林由 2 万多座

山峰组成，峰林地貌绵延 2000 多平方公里。走进万峰

林，游客多了体验感和参与感。

今年 8 月，万峰林纳灰河乡村振兴滨河生态产业

长廊建成投用，连接起贵州醇景区与万峰林景区。“串

起沿线 20 个业态，连接起 11 个村（社区），可近距离感

受将军峰、福字田等代表性景观。”万峰林旅游集团行

政总监罗亚军说。

9 月 10 日 ，“ 加 油 奔 跑 兴 义 真 好 ”2023 年 万 峰

林 半 程 马 拉 松 赛 在 此 鸣 枪 开 跑 ，吸 引 1 万 余 名 跑 步

爱 好 者 报 名 参 赛 。 沿 着 赛 道 奔 跑 ，一 路 上 ，典 型 的

喀 斯 特 景 观 与 蜿 蜒 的 纳 灰 河 做 伴 ，流 水 潺 潺 ，稻 田

飘香。

探访黔西南州，境内遍布奇峰、飞瀑、峡谷、河流、

湖泊、云海、温泉、溶洞等奇特的喀斯特地貌景观。丰

富的山地资源为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黔

西南州开发旅游新业态，打造具有山地特色的攀岩、垂

钓、漂流、马拉松、汽车拉力等户外运动项目，不断完善

山地旅游设施，优化山地旅游服务，擦亮“国际山地旅

游暨户外运动大会”品牌。

人文康养胜地——
山水荷塘边，风景优美、文化

润心

穿过招堤牌坊，脚下是 300 余米的石堤。招堤一

侧是安龙县加油文化公园。

这座石堤始建于 1694 年。乾隆年间，当地在长

堤两侧遍植垂柳；道光二十八年，当地在水中种植荷

花，并将石堤加高 5 尺。经过历年保护和修复，招堤

形成了如今的面貌。一道长堤，既连通了河道两岸，

又形成了一处胜景。

据介绍，清代张锳主政当地期间，对教育极为重

视。每夜交更以后，便派两名差役从府衙出发，沿着城

内 的 大 街 小 巷 为 读 书 人 添 加 桐 油 ，老 百 姓 称 为“ 加

油”。张锳任知府 10 余年，这里学风浓厚，人才辈出。

招堤是景区，也是当地人的“后花园”。今年，安龙

县在招堤十里荷塘建设了一条 10 余公里长的荷花健

身跑道，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娱乐健身的好去处。“荷花

养眼、荷香润肺、文化润心，漫步其间别有一番滋味。”

徒步爱好者李成财说。

在 兴 义 市 南 ，距 万 峰 林 景 区 1 公 里 左 右 的 地 方

有 一 个“ 纳 具·和 园 ”康 养 小 镇 。 这 个 有 着 600 多 年

历 史 的 布 依 族 古 村 寨 ，文 化 底 蕴 深 厚 ，人 文 古 迹 众

多 。 2019 年 ，兴 义 市 修 复 改 造 老 式 民 居 ，保 留 古 寨

原 有 风 貌 ，打 造 以 中 医 康 养 、森 林 康 养 为 特 色 的 文

旅小镇。

群山环绕着布依族民居，负氧离子极为丰富。“纳

具·和园”小镇成为不少人康养旅居的首选。“早上听鸟

鸣，晚上闻蛙叫，空气都是甜滋滋的。”来自浙江的游客

王慧萍说。

黔西南州地处北纬 24—26 度之间，低纬度、中高

海拔气候完美结合，不高不低、不冷不热、不湿不燥。

黔 西 南 州 发 挥 自 然 资 源 与 人 文 底 蕴 优 势 ，推 动“ 康

养+”多业态协同发展，努力打造康养胜地，让“中国四

季康养之都”的名声越来越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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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场上，当地群众身着盛装、手持芦笙，

伴随音乐翩翩起舞，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苗族芦笙舞；观众席间，众多球迷吃着卷粉、

喝着果汁，欢呼喝彩、加油助威，这是体旅融合

的新颖探索。

8月底，深圳游客夏杰带着一家人，辗转 15
小时，跨越 1000多公里，自驾到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乡台盘村，见证火爆

出圈的“村BA”现场，邂逅多姿多彩的非遗文化。

“来到台盘村，既能观看乡土味十足的比

赛，又能体验独具特色的当地文化，将所有惊喜

一网打尽！”看到家人看得开心、玩得尽兴，夏杰

计划沿着四通八达的公路，探寻更多民族文化。

受“ 村 BA”的 带 动 ，台 江 县 旅 游 持 续 火

热。今年前 8 个月，全县旅游接待 421.38 万人

次，同比增长 51.46%；旅游收入 56.93 亿元，同

比增长 71.63%。

“‘村 BA’得到大家追捧，关键在于多元文

化融合，有效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多样

需求。”台江县委书记陈震表示，经过 1 年时间

沉淀，“村 BA”在吸引巨大客流的同时，促进体

育、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黔东南州建设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山地

民族文化旅游和生态康养目的地，推出乡村旅

游公路。整个线路包括侗乡传统村落精品旅

游环线、苗岭传统村落精品旅游射线、西江肇

兴连线以及“三山三江”拓展线。

“沿线传统村落众多，文化原生性保存完

好。借着乡村旅游公路，将其串珠成链，可以

乐享非遗之旅。”黔东南州文体广电旅游局局

长常海表示，全州以旅游为抓手，持续在乡村

产业上求突破，在乡村旅游上走前列，在乡村

文化上创品牌，在乡村建设上显特色，在乡村

治理上做示范，全力打造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样板区，努力走出一条具有贵州特色的乡村

振兴之路。

用好文化瑰宝——

串珠成链，乐享非遗之旅
本报记者 苏 滨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黄果树景区广场

上音乐响起。大瀑布前，光影变幻，瀑布上

空彩虹飞架，石壁之上“龙腾鱼跃”……“夜

游黄果树”为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来自辽宁

的游客李美娟，欣赏完美轮美奂的光影实景

秀，不由赞叹：“印象中的黄果树都是白天的

壮美画面，没想到夜晚的景区也如此迷人。”

“夜游黄果树”项目的开发，突破了景区

“流量”难变“留量”的痛点，网上好评不断，

游客纷纷“打卡”。

在黄果树旅游区售票大厅广场，一个

色彩鲜艳的超大卡通玩偶吸引了孩子们的

目光。它叫“布依菓菓”，更有趣的身份是

“ 飞 越 黄 果 树 ——360 极 限 飞 球 球 幕 影

院”。走进观影厅，可见一块半球形屏幕悬

于眼前，一次性可容纳 60 人共同观影。动

感座椅、“第一人称”的讲述方式，游客可以

在影院欣赏安顺市的主要景区，享受不一

样的“飞行”体验。

科 技 提 升 了 黄 果 树 旅 游 区 的 服 务 品

质。依托智慧旅游平台，景区实行“实名预

约、分时预约”。游客只要通过网上预约门

票抵达景区入口，拿出身份证、人脸识别便

可入园，整个过程只需 10 多秒。特意从陕

西来黄果树参加音乐节的游客张波说：“过

去只知道黄果树瀑布好看，这次体验到好

吃、好玩、好住，忍不住多待几天。”

举办音乐节、打造高端民宿、开发研学

项目……打造世界级旅游景区，黄果树旅游

区党工委在业态创新上下足功夫。依托黄

果树旅游品牌 IP，引入新兴科技业态，植入

当地文化元素，开发夜间旅游项目、丰富业

态布局，努力让游客留下来、住下来。今年

1月至 8月，黄果树景区接待游客 409.97万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50.09%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60507.5万元，同比增长 122.45%。

用好自然珍宝—

创新业态，提升旅游品质
本报记者 黄 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