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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地区由于社会历史和自然环境原因，社会发育程度低，经济发展相对不足，但却具有得天独厚的自

然生态景观和绚烂多姿的民族文化，发展旅游业因此成为民族地区因地制宜，趁势而起，实现弯道超车、

振兴乡村经济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本文立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背景，深入分析安哈镇乡村旅游现状和存在问题，

提出对策建议，为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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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social, historical and natural environmental reasons, ethnic minority areas have a low de-
gre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y have unique 
natural ecological landscape and colorful ethnic culture. Therefore, tourism development has be-
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ethnic minority areas to adapt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o realize overtaking on curves and revitalize rural economy, especial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tourism in ethnic areas has a lot to do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m
https://doi.org/10.12677/mm.2023.132017
https://doi.org/10.12677/mm.2023.132017
https://www.hanspub.org/


洛伍三富 
 

 

DOI: 10.12677/mm.2023.132017 130 现代管理 
 

and will do a lo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Yugong’s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rural tourism in Anha Town,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
tions, and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ethnic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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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旅游是指利用田园风光、农村生活、乡土文化为旅游吸引物吸引城市居民到访的消费服务活动[1]。
随着时代的发展，农业的单一结构发展无法满足乡村发展需求，同时现代生活节奏和压力让人们产生了

回归乡村的现实需要，农业和旅游业融合是一种必然趋势[2]。并且乡村旅游具有显著增加村民经济收入、

创造就业就会；带动周边地区经济、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的多元化；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动农业转

型；加速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基础设施改造进程；提高农民素质、促进观念更新等多重作用[3]。特别是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产业兴旺是基础和重点，而乡村旅游是农村产业的重要组

成形式，成为了众多地方竞相发展的产业。 

2. 安哈镇概况 

安哈镇前身是螺髻山种畜场，位于西昌市东南方 30 公里，2003 年改制成立安哈镇。在西昌市 2020
年进行的行政区划调整中，安哈镇与原西溪乡、洛古波乡合并为安哈镇，下辖长板桥村、摆摆顶村、上

乡村、西溪村、新营村、营盘村、牛郎村 7 个村，共 53 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 36000 余人，2019 年安

哈镇被授予“四川省第三批省级森林小镇”称号[4]。安哈镇的定位和特色职能是依托旅游资源和产业优

势，调整产业结构，将旅游业作为安哈镇的首位产业，推进镇域范围全域旅游，打造民族风情生态旅游

长廊[5]。 

3. 安哈镇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3.1. 安哈镇乡村旅游自然资源状况 

3.1.1. 景区景点资源 
安哈镇“仙人洞”由彝语“神仙居住的地方”翻译而来，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岩浆溶洞，洞内钟乳石

千姿百态，流光溢彩，具有高度的观赏价值和科研价值。依托钟乳石奇观，安哈镇不断完善基础设施，

修建游客接待中心，成功将“仙人洞”打造成国家级 4A 景区，成为安哈旅游的“首位”名片。 

3.1.2. 生态自然资源 
安哈镇生态本底优越，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条件宜人，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基础资源和条件。辖区

内有五彩湖、黑龙潭、林海、山崖、牧场、高山湖泊等自然风光；螺髻山背面的摆摆顶村、长板桥村由

于高海拔每年都会落雪，形成天然“滑雪场”；万亩杜鹃花、千亩梨花、百亩红荞花不同时节次第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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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一个个“网红点”“打卡地”。 

3.1.3. 民族文化资源 
安哈镇属于高山民族乡镇，99%的居民为彝族，具有绚丽的民族文化资源，传统节日、歌舞、服饰、

器具、“毕摩”文化等内涵丰富，历史悠久，是民族文化爱好者和外地游客访学、猎奇的好去处。 

3.2. 安哈镇乡村旅游主要模式 

3.2.1. 民族风情游 
安哈镇依托浓厚的彝族文化底蕴和民族风情，成功创建西昌乡村十八景之一的——螺岭彝风，每年

举办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火把节，展示民族服饰，举办选美活动，开展彝族歌舞表演、毕摩表演、斗牛、

斗羊、斗鸡、射箭、摔跤等竞技比赛，组织游客现场制作彝家特色漆器、银饰等，展示和宣传彝家文化，

吸引游客前来体验了解民族风土人情，进一步增进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同，促进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 

3.2.2. 休闲观光游 
安哈镇充分挖掘自然生态优势，以长板桥村仙人洞彝家新寨国家级 4A 景区为基础，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等资源，打造生态自然美景，每年春季梨花盛开时在万亩梨园举办梨花节，秋季举办采摘节，不断

提高安哈镇万亩梨园知名度，将万亩梨园打造成为安哈镇旅游名片。打造红荞花观赏基地，形成秋季赏

花网红打卡点，成为游客休闲放松，涵养精神的好去处。充分利用山谷溪流，打造夏季避暑胜地。 

3.2.3. 美食体验游 
安哈镇积极制定从业标准，加强监管力度，扶持具有特色的农家乐，打造出了安哈镇彝家烤乳猪特

色品牌，使烤乳猪、坨坨肉、酸菜鸡、苦荞饼成为了安哈镇的名片，目前全镇彝家乐已发展至 50 余家，

其中星级彝家乐 4 家，用美食成功吸引各方游客慕名前来。 

4. 安哈镇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 

4.1. 游客市场面窄量小 

安哈镇作为西昌市乡村旅游业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的乡镇，纵向比较，成绩显著，但横向比较，差

距明显，游客市场与安哈镇所拥有的资源禀赋不相匹配，存在面窄量小，淡旺季明显的现象。在西昌市

成功创建全省全域旅游示范市的背景下，安哈镇游客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周末游”，主要以西

昌市民为主体，是休闲观光餐饮娱乐为目的的本地游客。二是“节日游”，主要以凉山各地群众为主体，

兼具部分外地游客，以体验民族风情、参与节庆活动为目的。也就是说主要游客市场是凉山本地人，决

定了面窄量小的问题与生俱来。 

4.2. 旅游产品和服务单一 

安哈镇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存在单一化现象，为日常散客提供的最主要产品和服务就是体验彝族特

色美食——食之旅，为节假日集聚游客提供的最主要的产品和服务是举办各类活动以体验民族风情，感

受节日气氛——民族风情之旅。但是，美食不可能天天吃，节日不可能月月有。单一的产品和服务无法

满足多元游客的多层次需求，文化与旅游没有深度融合，对游客市场吸引力不足。  

4.3. 经营分散，难以形成产业链条 

安哈镇乡村旅游没有统一的组织和管理，农户各自为政，旅游业暂未贯穿当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农户也就是旅游从业者更多的是兼职的角色，甚至是旁观者的角色。缺乏政府的统一规划和相关发展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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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处于无序自由发展状态中，例如：虽然在政府统一改造的住房中，留有专门用做民宿的的房屋，但

更多也就是一间卧室，难以提供满足游客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无法留下游客，旅游产业链条无法扩展。

同时没有能够进一步提升旅游效益的商品支撑，提供的仍是最初级的产品，没有实现乡村农副产品“商

旅化”。 

4.4. 市场营销乏力，外地游客存在顾虑 

在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背景下，民族地区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和进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

靠法的法治思维深入人心，但是，作为民族地区，对外形象仍然存在一定“缺陷”。许多潜在游客对凉

山抱有好奇心理，但也存在一定误解和对安全等方面的畏惧心理[6]。部分游客仍对深入民族地区乡村望

而生畏。尤其是和城市中心具有一定距离的乡村，游客更是拥有众多顾虑，主要原因就是对外营销不足，

方式方法不当，形象树立不佳。 

5. 安哈镇乡村旅游发展对策建议 

5.1. 挤占资源优势，打造精品工程 

号称峨眉山姊妹山的螺髻山绝大部分位于安哈镇境内，要在合法合规前提下，挤占资源优势，抢注

商标品牌，引进底蕴雄厚、资金充足、信誉良好的高端文旅开发公司或企业，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

扩展旅游线路、丰富旅游景点，提升产品和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开拓州外旅游市场，扭转游客市场面

窄量少的局面。 

5.2. 引进优质企业，提升产品质量 

引入有资质的文旅公司，构建“政府+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约定股权分配，改变分散经营，各

自为政，管理混乱的现状，将农户房屋或土地作为资本入股，交由公司统一规划经营，做强功能区分，

做靓乡村颜值、做大品牌效应。探索“研学游”“文创游”“户外运动游”等乡村旅游新业态新模式，

通过公司品牌效应强化市场营销，提升市场知名度、美誉度，开拓游客市场。 

5.3. 实施捆绑销售，延伸产业链条 

实施捆绑式销售。西昌已经成功创建天府旅游名县和全域旅游示范市，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国家战略背景下，作为“金边银角”的西昌也迎来了又一次的发展机遇，随着高速公路、快速铁路、

航空口岸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对打造“国际阳光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艺术家、企业家换季总俱

乐部”等注入了强大动力。安哈镇要以此为依托，将康养旅游与换季旅行和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创新旅

游产品和服务开发供给，实现捆绑式销售，延伸旅游产业链，实现游客由城市范围向乡村的辐射。 

5.4. 强化品牌塑造，积极开拓市场 

要加强市场营销，积极塑造品牌形象，通过投放宣传广告、举办旅游推介会等形式，向外地游客展

示形象，打消顾虑。随着西昌动车的开通，交通优势进一步凸显，游客市场不仅仅是成渝贵昆等老牌地

区，定会有新兴市场，要进一步加强市场开拓，打造更多个性化和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提升目的地吸

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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