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4版 2023 年 6 月 7 日 星期三

CHINA TOURISM NEWS

热线：010-85168005 E-mail：jzz@ctnews.cn

会议选址湘西寓意深远

作为全国范围内召开的文化和旅游赋能乡村振兴工作

现场会，本次会议缘何选址湘西？

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

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10 年来，湘西人民牢记嘱

托，感恩奋进，摆脱贫困，圆梦小康，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改变。

当前，作为“精准扶贫”首倡地和新时代红色地标的湘

西，围绕打造脱贫地区乡村振兴示范区的目标，立足资源禀

赋，坚定不移走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之路。通过传承红色

基因、唤醒沉睡资源、推动产业融合、强化景区带动等多种路

径，因地制宜、各美其美的乡村文化和旅游业态在湘西大地

“百花齐放”，呈现出勃勃生机，越来越多的当地百姓在家门

口吃上了“旅游饭”。

目前，湘西州拥有 1 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28 项国家级非遗项目，4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178 个中国传统村落，14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 家国

家备案博物馆、纪念馆，共建成 39 个国家级旅游景区、96 个

乡村旅游示范（重点）村、62 个星级乡村旅游区点，创建了

一批国家级、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了一批世界级、国

家级旅游品牌。2019 年至 2022 年，湘西州共实施文旅重点

项目 143 个，累计投入 257.6 亿元，重点提质改造了矮寨奇

观景区，建设了凤凰旅游观光磁浮，开发了凤仙境·森林温

泉艺术小镇、里耶八面山景区等文化旅游项目，推出了矮寨

峡谷星空露营基地、湘西不夜城、十八洞村“地球仓”民宿等

一批新产品、新业态。

2022 年，虽然受疫情影响，湘西州仍然接待游客 3750 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50 亿元。今年一季度，湘西州接待游

客 1353.23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127.7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9.21%。

为更好地发挥文化和旅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相关政策

精神，结合湘西实际推出的《湘西自治州推动文化和旅游赋

能乡村振兴若干措施》于 5 月下旬印发。文件明确提出，要

激发乡村文旅创业就业活力，鼓励乡镇村寨创品夺牌，加强

非遗保护传承，发展壮大市场经营主体，提振乡村文旅消费，

提升配套服务水平，加大财税金融支持，保障项目用地等，将

进一步助推湘西发力文旅兴村。

近 日 ，文 旅 赋 能 之 下 的

湖 南 湘 西 大 美“ 村 ”光 吸 引

了全国文旅界的目光。

6 月 6 日 ，全 国 文 化 和 旅

游 赋 能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现 场

经 验 交 流 会 在 湖 南 省 湘 西

土 家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召 开 。

与 会 人 员 现 场 走 访 观 摩 了

湘 西 文 化 和 旅 游 赋 能 乡 村

振 兴 的 经 验 做 法 及 取 得 的

阶 段 性 成 果 。 与 此 同 时 ，会

议 为 下 一 阶 段 文 旅 赋 能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明 确 了 任 务 目

标 ，擘画了崭新蓝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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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湘西样板”广受赞誉

借此次会议契机，湘西州精心筹备，全方位、多角度讲好

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湘西故事。会议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

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及业内人士现场考察了湘西凤凰县竹

山村、菖蒲塘村，花垣县十八洞村以及吉首市峡谷星空露营

地、矮寨大桥，并在德夯苗寨体验了湘西州非遗展示展演，观

看了 5D 苗境喜宴《德夯幻境》。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湘西

样板”受到广泛赞誉。

有着 800 多年建寨历史的凤凰县麻冲乡竹山村是苗族

聚居村，被列入第三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中国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2019 年以来，竹山村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群众参与、共同富裕”的思路，建立“企业+村集体+农户”模

式，引导村民以民居、土地、山林、资金等作为股份注入专业

合作社，实现盈利共享。在该村打造的沉浸式情景剧《竹山

花开》中，体现了厚重的农耕文化，村民日常生活被“包装”成

旅游“场景”，村民成了“演员”，赶牛犁田、簸谷晒谷、舂碓稻

谷、石磨豆花、纺纱织布、竹编工艺等农耕体验成为游客打卡

点赞的网红项目。2022 年，竹山村接待游客 25 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 2518 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由 2013 年的 1820 元增

长到 2022 年的 19800 元；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 235 万元。

菖蒲塘村是一个以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村，也是

远近闻名的水果之乡。10 年来，该村走出了一条水果立村、

科技兴村、文旅强村的特色发展之路，通过农旅产业发展实

现收入 4300 万元。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3 年的 6121 元

增加到 2022 年的 30392 元；村集体经济由 2013 年的 3 万元增

加到 2022 年的 650 万元。

脱贫后的十八洞村立足新的起点，扎实推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实现了从深山苗寨到新

时代红色地标、从传统村落到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的华丽蝶

变。该村围绕红色资源发展特色旅游，坚持原生态、乡土味、

民族性特点，在维持村庄原有风貌的基础上改善基础设施，

最大限度保护了原生态的村庄风貌，促进了文旅深度融合。

当前，全村范围内正实施景区提质工程，开发人脸识别、旅行

App、智能停车等多种智慧管理模式，建成精准扶贫展陈馆、

旅游厕所、电商服务站、特色产品店、游步道、标识标牌等旅

游服务设施。十八洞·地球仓悬崖酒店项目已建成 377 米林

间栈道、360°悬崖咖啡、多功能会议室等 22 栋住宿和配套

设施。十八洞村的文化旅游发展已带动 300 余家经营主体

发展农家乐、特色民宿，辐射带动周边 3 万人就业。

在

在吉首矮寨奇观景区，以景区发展联动乡村振兴，通过

直接就业、利益联结等方式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成效显著。

当地因地制宜发展种植、养殖、苗绣、劳务、乡村游、山泉水六

大产业，支持景区内外村民发展酒店住宿、餐饮、农家乐等产

业 300 余家，带动 3 万余名群众增收；聚集 24 项国家级、50 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起湘西苗绣、苗鼓展演等文化产

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引导周边 5 个村寨成立人力资源公司，

村民通过村集体人力资源公司到景区工作，景区 88%的员工

都是本土乡亲。

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国家级

文化生态保护区。为全面展示当地文化生态保护成果，此次

会议期间，一场汇聚了 26 项湘西特色非遗民俗的展示展演

活动在德夯苗寨精彩上演。苗鼓齐鸣震撼迎宾，苗族民歌宛

转动听，热闹的土家摆手舞感染力十足，扎染布、土陶、苗画、

苗绣等非遗产品一一呈现，多角度展示了湘西州非遗传承、

保护、利用成果，宣传推广了神秘的湘西文化，让湘西非遗

“活”起来、“走”出去。

夜幕降临，以德夯苗寨天然山水为舞台打造的沉浸式

5D 苗 境 喜 宴《德 夯 幻 境》把 自 然 融 入 舞 台 细 节 中 ，美 不 胜

收。演出创造性地将“演”与“宴”融合起来进行呈现，观众席

被布置为长桌宴，观众一边观看演出，一边品尝原汁原味的

湘西美食。

文旅兴乡的“湘西经验”可资借鉴

本次会议上，湘西地区探索出的一系列文旅赋能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的好做法、好经验得到充分肯定。

在推动文旅赋能乡村振兴过程中，湘西州坚持红色基因

传承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运用好革命时期和新时代两种

红色资源，积极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创新“红色旅游+”产品

开发模式，打造了茨岩塘、甘露村等一批红色文化旅游村镇，

改进丰富了十八洞村精准扶贫陈列馆，建设了一批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着力唱响乡村

红色旅游品牌。

湘西科学编制里耶遗址、四方城等 30 处国保、省保单位

整体性保护与利用规划，颁布实施浦市古镇、里耶古镇、老司

城遗址等文物遗址保护条例，为文物保护提供了坚实法律和

制度保障。深入挖掘和阐发文物遗址资源中蕴含的优秀传

统和精神价值，举办 400 多次文化展览，讲好“有意义、有意

思”的生动故事，以文物大保护促进乡村治理能力大提升。

同时，推动非遗整体性保护、活态化传承、生产性转化，开发

苗族银饰、土家织锦等非遗产品，促使优秀文化遗产资源转

变为优质的致富能力，建成 1 个全国传统工艺工作站、10 个

非遗就业车间，带动就业 13 万人次，以此唤醒沉睡的文化资

源，有效赋能乡村振兴。

围绕打造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旅游目的地，大力推进文

旅、茶旅、农旅、体旅、工旅融合，湘西建成了吉首隘口万亩黄

金茶海、永顺那咱万亩猕猴桃园等一批观光农业园区，推出

“湘西有礼”系列产品，改造传统民居 3.7 万栋，打造凤凰竹山

乡野民居、司马茶居等 1500 余家特色民宿，龙山八面山、吉

首矮寨等高端民宿集聚区初步形成，实现年营业总收入 5.3

亿元。此外，该州还加快推进“以文兴茶、以茶促旅、茶兴民

富”步伐，全州茶园面积位列全省第一，综合产值突破 80 亿

元，带动 20 余万群众增收致富，不断放大“一业兴带动百业

旺百姓富”的综合效应。2022 年，以文旅产业为重点的第三

产业对全州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至 75.2%，文旅产业已成为

湘西发展的主导产业、乡村振兴的硬核支撑，产业融合发展

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

为强化景区带动文旅赋能乡村振兴，湘西州以 A 级景区

打造为抓手，以景区提质升级为重点，加强景区周边乡村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及乡村环境整治，强化“景区景

点+村集体+村民利益”联结，带动周边村寨、当地村民融入

文旅产业、参与经营服务、实现致富增收。截至目前，已累计

打造优质旅游品牌 400 余个，创建国家级旅游景区 39 家，培

育年经营收入过千万元的旅游骨干企业 20 多家，文旅产业

链重点企业 184 家，市场经营主体 6000 多家，带动 50 多万人

吃上“旅游饭”，过上新生活。

文旅赋能乡村振兴新征程在湘西起航

此次会议提出，当前，乡村振兴已经进入全面推进的新

阶段。繁荣乡村文化、发展乡村旅游，日益成为乡村振兴的

有力抓手、重要动能。

会 议 明 确 ，要 着 眼 焕 新 乡 村 风 貌 ，更 好 发 挥 文 化 建 设

培根铸魂作用，坚持以文化人、以文培元，为乡村振兴“铸

魂 ”，深 入 挖 掘 乡 村 特 色 文 化 ，把 文 化 元 素 融 入 美 丽 乡 村

建设 ；要着眼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提高乡村公共文化

服务水平 ，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 ，办好积

极 、健 康 、向 上 的 乡 村 文 化 文 艺 活 动 ，创 作 推 出 一 批 乡 村

振兴题材优秀作品 ；要着眼培育发展动能 ，促进文化产业

和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发挥文化赋能优势 ，培育乡村发

展 新 动 能 ，发 挥 旅 游 带 动 作 用 ，推 动 乡 村 旅 游 高 质 量 发

展 ；要 着 眼 传 承 历 史 文 脉 ，加 强 乡 村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利 用 ，

保护好利用好农业遗迹、传统村落等乡村文化遗产资源 ，

提升农村非遗保护传承水平。

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之年召开的此次会议，将

全面推进文化和旅游赋能乡村振兴，而湘西，也随之成为文

旅赋能乡村振兴新征程的起航地。

作为会议举办地，湘西将发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

势，更加及时、快速、深入地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创新思

维、扎实工作，不断探索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新经验，争取

新成果。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湘西州委书记虢正贵表示：“我们

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认真

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学习全国各地经验，在文旅融合赋能乡

村振兴中努力打造‘湘西样本’，让首倡地这面旗帜始终高

高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