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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作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传承与弘扬文明、加深文化理解以及增进
友谊的重要媒介，对于推进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意义非凡。近段时期，西部各地充分
利用丰富的旅游资源，深入推进旅游促进
民族融合，努力实现旅游产业与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融合发展，为不断夯实铸牢中华
民族命运共同体贡献西部力量。

贵州黔东南
旅游铺就少数民族村寨振兴路

西江千户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是一个拥有 1468
户、6000余人的苗族聚居村落。自2008年
以来，西江苗寨依托丰富的民族文化，在雷
山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以文化赋能，促
进价值再生，秉持全民保护、全民参与、全
民共享的村落发展理念，以市场为路，走出
了一条文化兴则村寨兴的发展道路，通过
实践得出了广为人知的“西江模式”。

旅游开发前，西江一直处在“文化的富
饶”和“经济的贫困”的境地。文化的“富
饶”并没能成为地方发展的资本，而“贫困”
则表现为生产生活和心态上的多种样态。

吃饭靠种田。2008年以前，西江发展
靠农业，村民以水稻种植为生，靠着每人
不到一亩田，一年辛苦劳作，只能勉强吃
饱饭。

养猪为过年。过去，西江各家各户普
遍喂养猪和牛。就养殖目的来说，养牛来
犁田，养猪为过年，以解决耕种的繁重和改
善伙食。

绣花为穿衣。西江素有“绣花村”的美
誉，但过去，哪怕绣娘挑花刺绣再好，也只
是为了给女儿们做衣服，没有生出更多别
的价值。

挣钱靠打工。“没钱花”是西江村民普
遍面临的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后，西江
90%以上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挣钱贴补
家用。

文化当自娱。“吃新”“苗年”“鼓藏节”
是西江的三大节日。过去，这些节日被雪
藏在大山深处，主要是村民自娱自乐，缺乏
与外界的交流共享。

心态不自信。长久以来，西江山高水
陡，经济发展滞后，在与外界的交流中，当
谈到本寨本土文化，村民并没有文化上的
自豪感。

2008 年，贵州省第三届旅游产业发
展大会在西江举办，西江旅游公司围绕
文化价值生成的“价值共识、价值保全、
价值再生、价值联动”，用“精当识别、科
学配置、有机更新、系统升级”的文化创
新转化办法，变文化资源为发展资本，从
此“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文化底蕴
变金碗银碗。

2008年，西江游客接待量不足10万人
次，到2023年游客接待量超过464.89万人
次。2008年，西江苗寨经营户不足40家，
2009年西江旅游公司成立后，积极发挥国
有企业的带动作用，到2023 年，西江苗寨
各种大大小小的旅游经营户超过1000户，
涉及“吃、住、行、游、购、娱、学、研”等，文化
产业链条十分完整。

在文化赋能的刺激下，万家灯火夜经
济、美食经济、苗服旅拍、苗绣蜡染、银饰、
茶叶等业态成为西江文化旅游的亮点，西
江苗寨也因此成为国内外知名文化品牌。
多年来，西江千户苗寨创建成为国家4A级
旅游景区，先后获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中国优秀国际乡村旅游目的地等。

2008 年后，随着旅游的开发，文化旅
游收入成为西江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从此民房变民宿、猪圈变酒店、厕所变门
面、阿妈成演员、阿爸成司机、阿哥成老
板。通过“三变三成”，整个西江村民家家
都获利，户户都受益。

目前，西江每户家庭的旅游收益主要
来自“奖励性收益（门票收入的18%）”“就
业性收益”“经营性收益”“资产性收益”等
4个方面。

多年以来，随着家庭收入逐年提高，西
江村民通过改建、新建吊脚楼的方式，住宿
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家里都有了冰箱、洗衣
机、数字电视，原来农耕时代的一日两餐，
粗茶淡饭的日常生活，变成了丰盛的一日
三餐。许多未曾走出大山的村民，现在坐
高铁乘飞机到全国各地旅游，有的还办了
护照，走出国门饱览世界风景。

自己富不算富，大家富才叫富。10多
年来，文化旅游的辐射带动了西江周边附
近20多个村寨的发展，提升了就业率，大
部分村民直接或间接受益。

西藏林芝
富民兴藏看旅游

西藏林芝嘎拉村，成片的格桑花环绕
着整洁的藏式建筑，这里连续举办过20届
桃花文化旅游节，见证了各方援藏举措开
花结果的过程。2023年，嘎拉村集体经济
总收入 490 余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 3.67
万元……嘎拉村是西藏旅游助推经济社会
发展的一个缩影。今年是全国对口支援西
藏30周年。30年来，对口援藏工作持续开
展，西藏旅游业加速发展并逐步成为富民
兴藏的先导产业，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了强大动力。

久久为功 厚积薄发
2024年上半年，西藏累计接待国内外

游客2801.54万人次，同比增长15.57%，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286.3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98%。亮眼的数据是西藏旅游业数十年
发展成就的体现。

西藏相关新闻发布会介绍，2012—
2022年，西藏财政累计安排旅游基础设施
投资5.8791亿元。“十三五”期间，争取国家
投资项目328个，涉及中央预算及财政资
金25.4336亿余元，通过各类旅游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西藏旅游公共服务硬实力得到
全面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和旅游部与各
对口援藏省市先后派遣多批次旅游领域的
干部和专家援藏，在全国范围内选派导游
员开展导游援藏。此外，鲁朗国际旅游小
镇等旅游项目及一批知名企业落户西藏，
推动了西藏旅游业全产业链加快发展。

“以前一到冬天就没有什么旅游团了，
现在冬天也很热闹。”一位西藏旅行社工作
人员感慨。从2018年开始，西藏持续开展

“冬游西藏”活动，实行景区门票全免等优
惠措施，有效破解旅游“半年经济”瓶颈。

良好的发展基础、政策环境为旅游企
业提供了成长沃土。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成立于1996年，见证了西藏旅游数十年
的发展历程。公司 2023 年度营业收入达
2.13亿元，同比增长约77%。“20多年来，公
司运营管理、资源整合、智慧能力建设等方
面核心能力逐步增强，如今正积极谋求转
型升级，加速高原康养产品布局，为传统观
光游向休闲度假游转型奠定基础。”西藏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德军说。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旅游人
次和收入分别从 2012 年的 1058.39 万、
126.48 亿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5516.97 万、
651.46亿元，人次、收入分别增长421.26%、
415.07%，西藏现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1个
（鲁朗）、A级旅游景区170处（其中国家5A
级旅游景区5处）、星级宾馆饭店177家、旅
行社369家、专职导游2600名。

位于堆龙河河谷的拉萨市波玛村，是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不少市民游客来到
波玛村，住进干净整洁的“德吉藏家”，品尝
甜茶馆的特色美食，还可以观象雄古堡、看
马术表演、漫步万亩花海……

波玛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主任扎
西次仁说，2016 年以来，波玛村积极打造

“德吉藏家”品牌，建起了茶馆、超市、休闲
园区等，直接带动200余名当地群众就业，
每人年均增收3万元以上，间接带动当地
群众500余人，每人年均增收1万元左右。

“乡村旅游的发展是在各方支持下一步步
发展起来的。我们不断加强对村民的宣传
教育，让他们了解旅游发展带来的好处，鼓
励居民一起参与、一起扩大宣传。”

2023 年，国新办发布的《新时代党的
治藏方略的实践及其历史性成就》白皮书
显示，截至 2022 年底，西藏家庭民宿（旅
馆）达2377 家，农牧民直接和间接参与乡
村旅游就业6.4万人次。

核心景区的发展也对周边百姓增收致
富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

阿里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蔡
智华介绍，2023 年，公司运营的冈仁波齐
玛旁雍错景区共计接待游客65.3万人次。
景区将带动群众共同致富作为发展目标之
一，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开展职工驻村工作，
吸纳本地居民就业。目前，景区本地员工
比例达75%以上。

数十年来，西藏旅游业带动作用日益
凸显，对投资、就业、税收的促进作用越来
越明显，“十三五”时期，旅游经济在西藏国
民经济总收入中占比达到33.3%。西藏旅
游兴边固边作用同样显现，边境小康村建
设、口岸建设、边境地区景区景点开发协同
推进。西藏旅游还助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不断深化，汉、回、藏、门巴、珞巴等多民族
在参与旅游发展中增进友谊，互相合作，共

同建设美丽西藏。
文旅融合 增添动能
如今，游客到拉萨旅游，除了欣赏雄伟

的布达拉宫，看一场《文成公主》实景演艺
也成了游客“必选项”。

域上和美集团总裁李元媛说，《文成公
主》大型实景演艺项目位于拉萨市城关区，
于 2013 年 8 月 1 日首演，截至目前已累计
演出超2000场，累计票房近14亿元。“文化
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除《文
成公主》外，域上和美还在推进以《藏地密
码》为IP 的沉浸式旅游演艺项目建设，为
拉萨市八廓古城区域增加新的消费场景。”

不仅是《文成公主》，西藏在推进文旅
深度融合方面还有很多亮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推进文旅深度
融合，大力实施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工程，努
力增加文化在旅游中的分量，提升旅游的
厚度和底蕴。重建、扩建了一批重点红色
遗址，新建了一批革命历史纪念馆、党史
馆、军史馆以及博物馆、展览馆等旅游景区
景点。同时，开发了雪顿节等具有地方特
色、民族风情的旅游产品。

在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文旅深度融合
为游客带来了更有内涵的旅游体验。景区
深挖当地文化内涵，引导游客参观古村落；
着力打造特色文旅活动，举办文成公主簪花
巡游等。景区总经理温元茂说，文旅深度融
合提升了景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下一步将
进一步对大峡谷地区的历史文化、民俗风
情、地质科普等进行深入研究和挖掘。

波密县人民政府机关大院内，有一座
红色仿苏联式木楼，始建于1953 年，见证
了波密乃至西藏从和平解放走向繁荣发展
的历程，是波密县的核心红色文化资源。

波密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玄桂青介绍，
波密推动文旅融合不断深化、红色文旅繁荣
发展，打造了“红色木楼”舞台剧《波密红》，
前往广州、林芝等地开展巡演，同时以“红色
木楼”为中心，串联红色文化遗址，打造红色
旅游线路。下一步，波密将继续推动文旅深
度融合、创新发展，引入农特产品展销、风景
旅拍、露营地、文创街区等项目，继续打造民
宿集群村落，突出文化底蕴和特色。

新疆乌鲁木齐
三个圈绘就民族团结“同心圆”

如今，国内外游客来到乌鲁木齐，必打
卡地之一便是乌鲁木齐大巴扎景区，这里集
特色建筑、餐饮娱乐等为一体，五湖四海的
游客在这里汇聚，感受新疆人的热情好客。

乌鲁木齐大巴扎景区综合服务中心承
担着景区的日常管理、综合协调、规范化服
务等。“我们中心用文旅融合的方式，通过
打造文化交汇圈、共同富裕圈、各民族朋友
圈这三个圈，绘就出民族团结‘同心圆’。”
该中心党支部书记冯坚说。

营造多元文化交汇圈
各具特色的店铺里，地毯、丝绸、银

饰等商品琳琅满目；烤全羊、拌面、抓饭、
切糕、特色水果，不断刺激着游客味蕾；
人流如潮的步行街上，新疆民族音乐悦
耳动听……“游客漫步在乌鲁木齐大巴扎
景区，感受到的是开放、繁荣、多彩以及多
元文化的碰撞。”冯坚说。

景区内的新疆大巴扎步行街，每天都有
两场开街仪式，各类表演吸引游客驻足拍
照。仪式最后，演员会邀请游客共同跳麦西
热甫。景区还有歌舞演艺、非遗剪纸、手工
刺绣等活动，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和谐
团结的氛围充盈在大巴扎每个角落。

“各种活动的参与感和互动性，增强了
游客娱乐体验，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各族群
众交往交流交融。”冯坚说。

冯坚介绍，在景区里的非遗文创集市
里，有非遗展示、歌舞美食等，让游客在游、
逛、购、赏的同时，领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
日，我们都会推出不同主题的活动来营造
浓厚文化氛围，让大家感受其中丰厚的历
史底蕴，不断激发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认
同感。”

乌鲁木齐大巴扎景区现有商户 1443
家，有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蒙
古族、柯尔克孜族等16个民族的商户在此
经营。作为乌鲁木齐著名地标性景点，这
里日均客流量达5万多人次，最多时达20
万人次。今年前8个月接待游客2100万人
次，同比增长29.1%。

如何让“流量”变“留量”？
冯坚说，景区综合服务中心积极创造

各民族互嵌发展的商业环境，创新消费场
景，各族群众在这里享受到旅游红利，改变

了生活。通过旅游促进就业、增加收入的
例子比比皆是。

2019 年，乌妮恰姆·努日麦麦提来到
景区的阿凡提水果巴扎工作，每月平均工
资5000 多元，最高时月收入过万元，她和
丈夫努力工作，在乌鲁木齐市安了家；亚
森·喀唔孜在景区销售馕和咖啡，每天都能
卖出三四百份，收入比之前流动销售时涨
了不少……

“我们还开展了舒心服务带动就业促
增收活动，以政府引导、专业指导、企业参
与的方式，对商户和从业人员进行创业培
训，让更多人吃上旅游饭、过上好日子。”冯
坚说。

打造各民族一家亲朋友圈
“景区里，各族商户相亲相爱、互帮互

助的感人故事数不胜数。”冯坚说，景区综
合服务中心通过“大巴扎之家”网络平台，
经常推送商户们日常相处的温馨一刻，打
造了各民族亲如一家的“朋友圈”。

商户苏来曼·麦麦提敏和张兴健在景
区相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平日里，互相
帮忙看店，为对方经营出谋划策。逢年过
节，两家人也一定要聚聚。孩子们也都成
了好朋友。苏来曼的儿子高考填报志愿
时，张兴健还当起了参谋，帮助孩子选择理
想的大学。

冯坚介绍，景区综合服务中心还通过
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
联谊活动，让游客和日常经营的各族商户，
充分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

“今后我们将继续打造文旅融合精品，
积极发挥乌鲁木齐大巴扎景区作为展示新
疆旅游形象的会客厅作用，用旅游促进各
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冯坚说。

云南迪庆
推进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

今年暑期，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文
旅热度不断攀升，夏日文旅市场发展势头
强劲，仅迪庆州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
6 个景区，7 月至 8 月接待旅游者 1724548
人次。

山水相逢，情谊自融。火爆的文旅产
业搭建起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和
纽带，大家在行走、接触、参与、感悟中加深
了对不同民族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的认
识，增进了相互了解与友谊。

近年来，迪庆州坚持以文塑旅、以旅为
媒、以旅促融，紧盯打造全域旅游、全时旅
游、全要素旅游目标，加快推进旅游产业化
进程，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
代内涵进一步彰显，旅游业在服务迪庆州
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各族人民旅游需求、增
强人民精神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等方面的作用更加凸显，世界的“香格里
拉”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每到藏历新年，迪庆各乡村、街道弦音
阵阵、水袖飞舞，家家户户贴藏文对联、酿青
稞酒、画吉祥符号，逢人便热情地祝福一句

“罗萨扎西德勒（新年好）”；到了傈僳族阔时
节，各族群众跳起非遗歌舞“阿尺木刮”“瓦
器器”，共享手抓饭、糯山药等美食；如逢纳
西族的“二月八”，哈巴雪山脚下白水台边便
会炊烟升腾，“仙人遗田”的传说会在东巴象
形文与“阿卡巴拉”舞的描绘中变得更加具
象。在迪庆，各族群众同庆每一个节日，将
节日办成了一场场民族团结的盛会。

按照“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周周
有节目、天天有亮点”的要求，迪庆州着力
打造文旅节庆活动品牌，各县（市）各景区
景点常态化开展、定期举办文旅节庆活动，
搭建平台，充分展示世界的“香格里拉”金
字招牌和“三江并流”“梅里雪山”“茶马古
道”等知名旅游品牌的魅力，展示丰富灿烂
的优秀民族文化，讲好26个民族在迪庆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故事。让游
客在不胜枚举的壮丽景观中，在独具特色
的人文景观里真真切切感受到香格里拉浑
然天成的美，感悟到精神家园的灵魂所在，
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世界
的‘香格里拉’”。

2023年以来，迪庆州精心策划并成功
举办首届世界的“香格里拉”文化旅游节、
香格里拉杜鹃季、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会、
端午赛马节、德钦·梅里雪山弦子艺术节、
巴拉格宗雪山音乐节、香格里拉松茸美食
节、国际观鸟节、世界的“香格里拉”花之旅
等文旅活动，让游客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
感受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以“政府
补贴资金+平台投入资源”的形式开展发
放1000 万元“冬游香格里拉”消费券活动
刺激消费需求，吸引全国各族群众到迪庆

观光旅游，进一步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
交流交融。

2023年10月，迪庆州精心打造的民族
歌舞诗剧《梦·世界的香格里拉》在香格里
拉剧院公演。该剧目生动、艺术地讲述了
从1936年红二、六军团巧渡金沙江进入迪
庆，模范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实际行
动赢得了迪庆各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到
1950 年迪庆和平解放，人民当家作主，再
到进入新时代，沐浴着党的光辉，迪庆各族
人民攻坚克难，脱贫摘帽，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迪庆
奋进的历史。

作为展示迪庆红色历史、少数民族优
秀文化的又一重要窗口，该剧在首届世界
的“香格里拉”文化旅游节、2024年“五一”
小长假、“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
文化活动——云南篇”等重大活动、节日期
间向广大游客、来宾免费展演，深受观众喜
爱。“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汇聚形成了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我在这场震撼
的表演中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力
量！”来自浙江的游客钟先生表示。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产业成为迪
庆州引导游客、群众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
化自信，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
要抓手。

迪庆州坚持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贯穿旅游业发展全过程，深入挖掘、整
理、开发自然人文景观、历史人物事件、革
命遗址设施等蕴含和体现各民族共同开拓
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
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历史事实和
丰富实践。加大遗址遗迹、活态遗产、体验
项目、民族文化项目的保护利用，强化非遗
保护传承，推进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迪庆民族文化生态
保护区被正式确定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
区。依托“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展非物质
文化遗产宣传展演活动91场次，参与人次
78000多人次，各族群众文化自信、文化认
同不断增强。丰富多彩的非遗活动吸引各
地游客边看边记录边感悟，进一步丰富了
他们的旅行体验。

青山郁郁、流水潺潺、原始森林遮天蔽
日，七彩瀑布、仙人洞、南宝牧场等著名景
点分布境内，加之保存完整的藏族传统文
化和淳朴的民风，香格里拉市洛吉乡尼汝
村被人们戴上了“秘境尼汝”的品牌桂冠。

作为中国传统村落、云南省历史文化
名村、云南省民族文化生态村，这里每年举
办“祭山跑马节”“丹巴节”等系列地方特色
节庆活动，推出品质徒步游，吸引了八方游
客。近年来，尼汝村经营民宿的农户年收
入户均达8万元左右，为徒步游客提供牵马
服务的农户年增收5000元左右。“我对尼汝
的故事很感兴趣，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也
是不错的选择。”来自北京的游客胡萍说。

旅游发展的成果惠及了广大群众，也
吸引着八方游客走进香格里拉深处，推动
各族群众走动更频繁、联系更紧密。

迪庆州强化共建共享，加快培育新型
旅游发展业态，优化旅游产品供给，全州旅
游企业和景区景点在宣传策略、旅游项目、
游览绕路、导游解说、互动体验等内容中融
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内容，构建互嵌式旅游环
境，让各族群众在旅游中相互了解、相互尊
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
助。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景区”
工作，2023 年，打造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实践示范景区5个，云南文产香
格里拉市巴拉格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等4
家企业被认定为 2023 年云南省文化和旅
游新业态企业，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景区
成功创建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3人入
选云南省 2023 年度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
人支持项目，尼西乡汤堆等 2 个村入选
2023 年云南省最美乡愁旅游地拟认定名
单，哈布达云谷等2家民宿被评为云南省
丙级旅游民宿，森卡山居等4个民宿入选
云南省等级旅游民宿培育库名单，10家精
品酒店纳入全省打造“艺术家第二居所”重
点项目。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叶枝镇、香格
里拉市建塘镇被确定为2023至2025年度

“云南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香格里拉市建
塘镇解放村被公布为云南省第一批宜居宜
业和美示范村，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
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持续优化。

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随
着迪庆州旅游优质供给更加丰富，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各族群众互
嵌式发展必将更加广泛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