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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博大

精深、源远流长的农业文明的最集中体现，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本文以楚雄市子午镇以口

夸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问卷访谈等形式，采用SWOT分析法对以口夸村旅游资源类型及开发

现状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此提出“一心三区四带多点”的旅游空间规划布局方案，将以口夸村建设成一

个独具魅力的汉彝文化体验村，以期在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的同时进行旅游开发，实现传统村落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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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an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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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ning rich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landscape. They are the most concentrated embodi-
ment of China’s extensive and profound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have im-
portant cultural and economic value. This paper takes Yikoukua Village, Ziwu Town, Chuxiong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and other forms, SWOT 
analysis is adopted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types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Yikoukua Village. In this way, the tourism spatial planning and layout scheme of “one 
heart, three districts, four belts and multiple nodes” is proposed, and Yikoukua Village will be built 
into a unique charm Han and Yi cultural experience village. In order to protect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develop tourism at the same tim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can be re-
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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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历史任务，指出要努力保持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

并且在保护与开发传统村落的过程中，重点保护利用乡村传统文化、重塑乡村文化生态发展、乡村特色

文化产业。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使广大农村地区众多历史建筑、传统民居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得以保护传承，开发与保护好传统村落也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伟大事业进程中广泛认同和

关注的重大课题。 
传统村落的更新与保护问题是世界各国在新型农村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西方地理学界从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以科尔等人为代表开始了对农村居住方式的研究，比较典型的有德国村庄更新、

日本造村运动、韩国新村运动、瑞士乡村建设、法国农村改革等[1]。此外，传统聚落旅游不仅在国内有

很大的影响，也是国外旅游发展的一种重要现象，其研究也得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如 Wall 曾经实证研

究了印尼 Bali 岛 6 个传统村落村民感知旅游影响的空间变化情况，从空间上印证了 Doxey 的旅游影响的

时间序列变化理论[2]。国内对于传统村落的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刘沛林等学者从关注传统村落

的文化、内涵等[3] [4] [5]，到开始关注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6] [7] [8]，对传统村落从空间结构、建筑、

文化传承等多角度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再到今天，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下，引用多学科的方法和原理对

传统村落开展了更深入的研究[9] [10] [11] [12] [13]，百花齐放，在促进乡村振兴与传统村落保护中提供

了更多的思路与方法。 
本文以楚雄市子午镇以口夸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该村的旅游资源进行分类、评价以及资源

整合，为以口夸传统村落的合理保护与旅游开发提出规划方案及发展建议。 

2. 研究区概况 

以口夸村位于云南省楚雄市子午镇，距楚雄市区 25 公里，距镇政府子午街 1.5 公里，整个自然村环

庙山而建，元双公路从村前穿过，交通地理位置优越。2009 年 9 月以口夸村被列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2013 年 8 月被命名为第三批中国级传统村落。“以口夸”为彝语，意为“有一清泉的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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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口夸村是一个以汉族为主要聚集地的古老村落，在彝族传统文化与汉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过程中，

逐步形成了当地独特的“骠川文化”，以口夸村便是骠川坝子中文化遗存最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名村之一。 
以口夸村行政区划面积为 1797 亩，全村辖 7 个村民小组，有农户 328 户，乡村人口 1330 余人，共

有耕地 4016.00 亩，林地 3488.20 亩。该村主要种植水稻、烤烟等农作物，目前正在发展种植业及养殖业

为主的特色产业。本文是以以口夸村村委会所在地的村域范围为研究区域，对其进行旅游开发与保护的

相关路径研究。 

3. 以口夸村旅游资源现状分析 

3.1. 以口夸村旅游资源类型 

通过查阅文献、实地调研、整理资料等，按照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
进行分类，归纳出以口夸村旅游资源分为 6 个主类，9 个亚类，13 个基本类型，23 个主要单体(表 1)，形

成了以建筑与设施为主体，包含水域景观、生物景观、历史遗迹、旅游购物、人文活动的旅游资源体系。

由此可见，以口夸村旅游资源丰富，类型齐全，特色鲜明，为其进行旅游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tourist resources in Yikougua Village 
表 1. 以口夸村旅游资源统计表 

主类 亚类 基本类型 主要单体 

B 水域景观 BB 湖沼 BBB 潭池 
池塘 

水塘 

C 生物景观 CA 植被景观 CAB 独树与丛树 千年古茶树 

E 建筑与设施 

EA 人文景观综合体 

EAE 文化活动场所 文化大院 

EAG 宗教与祭祀活动场所 

何家祠堂 

李家祠堂 

汝兴寺 

土主庙 

咪西神庙 

EB 实用建筑与核心设施 
EBB 特色屋舍 

杨家大院 

李家大院 

何家大院 

EBJ 陵墓 向天坟 

EC 景观与小品建筑 

ECG 牌坊牌楼、影壁 大照壁 

ECL 水井 

凤尾井 

后甸井 

李家大水井 

F 历史遗迹 

FA 物质类文化遗存 FAA 建筑遗迹 水碾房遗址 

FB 非物质类文化遗存 

FBC 传统服饰装饰 彝绣 

FBD 传统演艺 
花灯演唱 

彝剧表演 

G 旅游购物 GC 手工艺品 GCG 纸艺与灯艺 剪纸 

H 人文活动 HB 岁时节令 HBC 现代节庆 太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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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以口夸村现有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来看(图 1)，呈现出大集中、小分散的特点。首先，以口

夸村拥有多种旅游景点，如古建筑、古文化遗址、自然景观等，这些旅游资源相对集中的分布在李家、

张家、夷方道三个巷口附近，以及大照壁至向天坟之间的沿线地带，游客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游览村落

内的这些核心景点区域，感受村庄的多元文化和自然景观。其次，除了中心区域外，以口夸村的各个角

落、边缘区域也都分布有一些零散的独特景观和历史遗迹，如水碾房遗址、咪西神庙等，这些资源虽然

分布较为分散，但同样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吸引力，也是游客了解村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途径。 
 

 
Figure 1.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Yikougua Village 
图 1. 以口夸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图 

3.2. 以口夸村旅游资源开发现状的 SWOT 分析 

目前，以口夸村依托“花灯之乡”、“骠川坝子”等文化资源优势，对传统大院、寺庙、祠堂进行

规模化保护、“古村八大碗”品美食、“油菜花田”等旅游资源的开发，逐渐形成了以休闲观光、诗歌

文化、民俗体验为主的旅游开发模式，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览观光、吟诗作赋、绘画写生。但是目前

的旅游资源开发行为存在项目开发深度不够、资源联系度不高等问题，基于此，本文运用 SWOT 分析法，

对以口夸村旅游资源开发现状进行分析，探讨现状中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以期为更好的进行旅

游开发与保护提供有力的支撑。 

3.2.1. 旅游资源开发现状的优势分析 
1) 历史文化底蕴浓厚，旅游资源丰富 
以口夸村保存了完好的古村落风貌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村落内保存有极具特色的古宅深院(如何

家古院)、大照壁等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州级文物保护单位彝族“向天坟”、千年黄楝茶古树、明清时

期的古墓群等文化遗迹遗址，此外也有着悠久的传统民俗，洞经古乐、花灯演唱、滇剧、彝剧、太平灯

会、土主祭祀活动等传统民俗丰富多彩，被誉为“花灯之乡”、“文化粮仓”。彝族传统文化与汉文化

相互影响、相互交融，逐步形成了当地独特的“骠川文化”，以口夸村便是骠川坝子中文化遗存最为丰

富的历史文化名村之一。 
2) 交通便利，地理区位优势明显 
以口夸村地理位置优越，元双公路从村前横穿而过，玉楚高速从村后穿行。距镇政府 1.5 公里，距

楚雄市区 25 公里，旅客可选择自驾、公交专线等到达旅游目的地，交通十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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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旅游效应已初步形成 
近年来，以口夸村通过启动诗歌小镇项目，一幢幢红墙青瓦的特色古村落民居错落有致，将诗词精

心融入墙体文化中，打造了“一步一景”的诗意栖居地，前来拍照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成为新晋的“网

红打卡点”，旅游效应已初步形成。 

3.2.2. 旅游资源开发现状的劣势分析 
1) 旅游资源类型与产业结构比较单一 
以口夸村历史文物古迹、文化传统等人文旅游资源丰富，但缺乏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等

自然旅游资源，难以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而且现阶段的旅游产业以自主观光游览为主，缺乏体验型

旅游项目，旅游产品服务单一且缺乏创新，难以保持对游客的吸引力。 
2) 基础服务设施建设不足 
通过调查发现，目前以口夸村基础服务设施相对落后，缺少大型停车场、公共厕所、旅客服务中心

等，餐饮和住宿也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没有发展大规模旅游产业的基本条件与保障。 
3) 村落现有布局不合理，开发难度大 
由于村落内部房屋错落、道路狭窄，使得各条街巷与景点的连通不够顺畅，且相关路牌信息也不够

清晰。另外，新建房屋与传统建筑存在风格不统一，对相关的街巷空间、水系空间、公共建筑空间等空

间区域没有针对性的保护，影响了整体风貌。 
4) 知名度较低 
虽然以口夸传统村落是楚雄州内第一批国家级传统村落，也是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传统

文化保护区，距离城市也近，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宣传方式传统单一，相比于州内其他传统村落知名度

相对较低，游客量较少。 

3.2.3. 旅游资源开发现状的机遇分析 
1) 政策的大力扶持 
2020 年 5 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

指导意见》，指出要努力把传统村落改造好、保护好，走出一条独具云南特色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道路，

这为云南省传统村落的发展指明方向和提供依据。2022 年 10 月，楚雄州委、州人民政府下发了《楚雄

州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方案》，指出将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与乡村振兴、民

族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民族团结示范村、旅游特色小镇等项目规划

有效衔接。政策的大力支持，给以口夸村在旅游开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 乡村旅游的热潮 
近年来，由于乡村旅游热潮的掀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往乡村生活，选择到郊区、乡村旅游观光

和休闲度假。而传统村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凭借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历史文化、风土人情

等也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游客。因此，乡村旅游业蓬勃发展，不仅有效推动了乡村振兴，也为传统村落

旅游开发提供了机遇。 

3.2.4. 旅游资源开发现状的威胁分析 
1) 旅游模式与产品同质化问题突出 
以口夸村目前的发展模式与大多数乡村的旅游发展模式类似，并且其旅游项目的开发较晚，旅游产

品模仿倾向比较严重，缺乏与其它旅游村落的差异性。 
2) 村落空心化严重 
以口夸村人口老龄化严重，年轻劳动力不足，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村民参与度低，同时由于长时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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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住和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传统房屋的结构受损和自然老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后期的开发难度较大。 
3) 发展旅游的内生动力不足 
以口夸村目前旅游开发过程中，村落内部的发展动力不足，旅游资源的整合较差，几乎是靠外界的

作用来主导发展，缺乏足够的创新和活力，无法有效地推动村庄的旅游发展。 
以上基于 SWOT 分析法，发现以口夸村发展旅游业机遇与挑战并存，其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人文

历史和民俗文化，以及交通位置等有利因素使以口夸村发展乡村文旅业具有显著的优势，但是村落规划

不合理、旅游产品开发缺乏创新等问题制约并影响着以口夸村的旅游开发与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因

此，需在充分尊重当前旅游开发现状的基础上，做好旅游规划方案，更好的促进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

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4. 以口夸村旅游开发与保护方案 

4.1. 开发与保护定位 

在充分有效的保护以口夸传统村落的原有生态系统、自然和文化资源前提下，以提高村落的经济发

展水平，通过挖掘和保护以口夸村的汉彝文化，以文化保护和传承为主，创新旅游产品和服务，紧跟乡

村旅游的热潮，将以口夸村打造成一个独具魅力的汉彝文化体验村，为人们提供深层次认知传统村落价

值和体验传统村落独特自然与文化环境的各种机会。 

4.2. 总体功能设计方案 

基于将以口夸村打造成一个独具魅力的汉彝文化体验村，提出了“一心三区四带多节点”的总体空

间布局规划方案(图 2)。 
 

 
Figure 2. Regional planning map 
图 2. 区域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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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以口夸村核心游览区，是历史文脉最为丰富的聚居区域，为该传统古村落街巷肌理、古建筑

形态保存完好区，也是未来体现以口夸村村传统村落形象的核心区域。 
三区：主要将规划区范围分为三类大的功能区——自然观光区、民俗体验区、文化遗址区。民俗体

验区根据导向功能空间区分，以以口夸村现存的传统习俗与技艺为资源基础，为游客体验民俗技艺提供

场所。自然观光区主要是由入口周边的花田区域，以及古茶树到荷花池塘之间的区域两个分区组成，形

成两个大面积的块状生态景观，供游客观光游览。文化遗址区主要指的是在传统村落中保存下来的历史

文化遗产区域，这些区域通常包括历史建筑、古遗址等，是传统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和传承过

程中，需要注重其完整性和真实性。 
四带：主要指李家大巷口、张家大巷口、夷方道大巷口以及两个入口之间的道路空间，为古村既往

通今的空间主纽带，要对其周边进行适当改造，将美食品味、民俗体验、花海观景等特色项目融入其中，

尤其是两个入口之间的道路空间，要在道路旁增加餐饮店及一些临时摊位，即能为游客提供食饮、购物

服务，也能营造旅游氛围、宣传地方特色。“四带”将村落各区及其景观有机组织起来，因此改造时要

注重景观与古街巷道的结合，形成不同主题的开放空间。 
多节点：“多节点”是指每个区在农文旅功能基础上，结合原始风貌、地形地势、田园风光和人文

元素，设置文化广场、田园景观、民俗技艺体验馆、宿营基地等多种景观节点，加强村落空间内部的联

系，提高景观空间的整体性和连贯性，形成功能明确、独具特色的特色村落景观。 

4.3. 旅游路线设计 

根据以口夸村生态环境与自然特征、地方历史与文化特色，同时结合“一心三区四带多节点”的总

体结构，提出以下不同主题的旅游路线设计方案： 
第一条路线：通关游戏路线。借助重点建设的三条旅游廊道设计户外打卡通关集章游戏路线，主要

在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特定传统节日时开展，以这些特定节日的文化内涵为设计主题，分别以李家

大巷口、张家大巷口、夷方道大巷口为出发点，在每条巷子中设置游戏关卡、趣味问答、体验活动等，

三条巷子具有不同的特色标签，供游客自由选择，每完成一项挑战可获得相应数量的印章，最后在终点

处根据所集印章数兑换具有地方特色的奖品。 
第二条路线：自主观光路线。根据不同的主题规划设计的四条观光路线(表 2)，可满足游客的不同需

求，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自主选择和组织路线，自由安排行程，增加游览乐趣。 
 

Table 2. Four themed sightseeing routes in Kougua Village 
表 2. 以口夸村四种主题观光路线 

文化开发 开发主题 旅游资源 活动内容 

生态文化 芬芳赏花生态游 荷花、油菜花、万寿菊、 
古茶树 

体验自然，融入自然，“沉浸式”旅游赏花、 
打卡赏花，参与各种赏花活动、文化节。 

宗教文化 祈福许愿寺庙游 何家祠堂、李家祠堂、汝兴

寺、土主庙、咪西神庙 

感受浓郁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文化底蕴，体会佛教

文化氛围和修身养性的内涵，缓解社交压力和孤

独感。 

艺术文化 传统民俗乡村游 花灯、彝剧、剪纸、彝绣 
欣赏有特色风貌的历史建筑，体验民俗活动，参

加节日庆典，观看花灯演唱、彝剧表演等，体验

非遗文化。 

美食文化 地道小吃美食游 古村八大碗、 
以口夸村特色小吃 

品尝地方传统小吃，特色美食，在乡野寻味之旅

中感受烟火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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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路线：研学路线。以口夸村可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丰富的历史文化，与

各中小学对接开展以“走进古村落，寻迹旧时光”为主题的探访研学活动，安排村民作为导游，带学生

参观文化遗址，体验传统民俗艺术，了解农业生产过程，让学生感受传统村落所承载的文化底蕴、风土

人情，提升劳动价值认知，唤起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领悟研学探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

真谛。 

4.4. 景观节点设计 

节点是观察者可以进入的战略性焦点，典型的节点主要指某些特征的集中点或连接点，如乡村的广

场、公共绿地等[6]。传统村落的景观节点设计在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提升村落形象、增强社区凝聚力

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以口夸村的景观节点设计将通过运用美学、建筑学、社会

学等学科知识，对村落入口、公共空间、建筑群落等重要节点进行设计，使其既要满足游客游览、休憩

的需要，又要满足村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以口夸村的主要景观节点设计如表 3 所示。 
 

Table 3. Design table of tourism nodes in Kougua Village 
表 3. 以口夸村旅游节点设计表 

节点 内容 

游客接待中心 
在主入口(牌坊处)附近设立独特的游客接待中心，内设有宽敞的接待大厅，提供旅游咨询、票务、

行李寄存等服务。此外，还设有展示厅，展示以口夸村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让游客在进

入村落前就能深入了解当地文化。 

文化广场 在村委会的附近建一个广场，让它既成为是村民的重要集散空间，又是展示以口夸村民俗文化

及其活动的重要场所，如花灯彝剧表演、祭祀活动、民间传说故事演绎等。 

自然景观节点 

在水塘和大照壁两个地方可以设置观景台，可以进行对水中的鱼投喂等活动，以及在村落中设

计蜿蜒曲折的小路，并在沿途设置一些休息区，让游客可以停下来欣赏美景和休息；此外，连

片规模的种植油菜花(花期 3~4 月)与万寿菊(花期 7~9 月)花期时作为观光资源发挥其观赏价值，

吸引游客来这里打卡拍照。 

文化体验节点 可以在文化大院或夷方道大巷口沿线的民居中设置为剪纸体验、传统服饰体验、花灯彝剧体验

等传统技艺体验馆，展示当地的传统手工艺、民俗文化等。 

娱乐休闲节点 
在以口夸村中空闲地区设置户外休闲区，提供露营、野餐、烧烤等户外活动设施。在休闲区内

可以设置露营区、野餐区和烧烤区等，提供相应的设施和服务，让游客可以在这里尽情地享受

户外生活。同时，还可以设置儿童游乐区，提供亲子娱乐设施。 

餐饮服务节点 

在两个入口中间的道路可以设置特色餐厅，提供当地美食和特色饮品。餐厅的设计风格可以采

用当地传统的建筑风格，内部装饰也可以使用当地的材料和艺术品。提供当地特色美食和饮品，

如以口夸村的传统菜肴八大碗等。此外，还可以在路边设置露天茶座，让游客享受美食享受花

海。 

住宿节点 在各个大院中不破坏原有风格的情况下设置民宿，民宿的设计风格可以采用当地传统的建筑风

格，内部装饰也可以使用当地的材料和艺术品。 

购物节点 
在两个入口中间的道路和大照壁周围一圈设置购物街，这里可以销售当地的特色商品和纪念品，

如当地的土特产、手工艺品、民俗文化商品等。同时还可以设置手工艺品店、书店等文化消费

场所。 

4.5. 交通及配套基础设施规划 

1) 道路交通规划 
因地制宜整治村落内部道路交通和出行环境，根据以口夸村原有的交通布局、地形地貌等，改善村

内道路网络的建设规模，合理确定村庄内部道路密度、等级和宽度。村内道路铺装形式根据道路功能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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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宜采用传统建筑材料。注意突出传统村落交通特色，保护原有的街巷格局与肌理，另外还要加强对

村内道路的精细化管理，避免安全隐患。李家、张家、夷方道三条巷口作为以口夸村的重要巷道，旅游

景观主要分布在沿途，因此要进行重点修缮改造，路面的铺装要考虑各个景点之间的联系，路口的交叉

处设置景点指示牌，确保景点之间的通达。 
2)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以口夸村委会附近建设村民活动中心、文化广场、医

疗所，满足村民日常生活和公共活动的需求。第二，在进村主入口(牌坊处)设置游客服务中心、餐饮店、

停车场，满足外来游客的集中停车和旅游接待的需求。第三，在村内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增加公共厕

所、休息亭，同时治理周边环境，供村民进行传统节事等活动。 

4.6. 房屋整治规划 

以口夸村传统旧房空置较多，且这些住宅质量和居住环境较差，因此要结合村庄环境整治和救灾救

济工作，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同时村民在新建住宅时应该引导促进农村民居建筑风格与村庄整体风格相

协调，统一建筑模式，突出传统文化特色，充分体现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特征，有条件的地方可实施既

有建筑物出新，同时严格规划管理，依法处置违法违章建筑。 

4.7. 环保基础设施设计规划 

传统村落中的环保基础设施对于改善环境质量、防止生态破坏以及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可

以在在村落中建设雨水收集系统、污水处理系统等生态设施，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建立“分

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同时设立垃圾分类宣传和教育基地，提高

村民的垃圾分类意识；结合村落的地形地貌进行绿化规划，包括公共绿地、街道绿化和庭院绿化等，提

高村落的绿化覆盖率，也可以通过推广绿色建筑和绿色能源，减少对环境的压力。 

5. 开发与保护策略 

1) 及时保护与修缮文物遗迹，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 
对以口夸村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信息采集和归档整理，建立完善的文物遗迹保护制度，明

确保护责任和义务，同时加大对文物遗迹保护的投入，设立专项资金，加强文物保护设施建设和维护提

高文物保护技术水平，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项目，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同推进的保护格

局。此外也要加强对文物遗迹的历史文化内涵的研究和挖掘，深入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价值，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提供有力支撑，可以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开展数字化保护和展示工作，将文物遗

迹的历史文化内涵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给公众，增强人们对历史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2) 完善基础服务设施，合理进行村落规划 
在原有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增加文娱场所、停车场、餐饮店、公共厕所、医疗所等，补充旅游配套

设施，改造落后公共设施，以因地制宜为原则，避免建设杂乱，满足游客的基本需求。根据使用对象的

不同，及时更新服务设施的功能，与时俱进，提高使用性能。同时要以不破坏传统村落格局和保持历史

建筑原始风貌为前提，对整体村落进行合理有序的规划与设计，进一步提升村庄对闲置空间资源的利用

效能，进一步整理和优化建设用地资源结构，使历史建筑空间布局新旧共存。完善专项规划，对村落各

区域的功能、产业、环境条件重新定位，将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加强各个景观之间的空间联系，实现空

间连片发展，为旅游路线的重构打下基础。 
3) 加强旅游产品的创新，打造体验型旅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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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传统的自主观光旅游模式，以特色产业的发展为基础，大力打造独具地方特色的体验性旅游产

品。比如对特色作物如油菜花、万寿菊进行规模化种植，大力打造以此为依托的观光性农业。借助以口

夸村空间格局的独特性和景观分布的巧妙性，依托传统节日的不同主题，可设计任务打卡、迷宫寻宝等

趣味旅游路线，让游客脱离以往枯燥的旅游模式，在探索游玩中放松身心、缓解焦虑。对特色建筑、文

化景观与民俗艺术进行活化与创新，同时增加供游客体验民间手工艺、传统民俗、农耕文化的场所，开

发主题体验项目，为游客提供更多的参与性、互动性、亲历性活动，让游客参与其中，领略以口夸村的

风土人情，感受村落多元文化的魅力，从而满足游客多元化、多层次的需求，提高体验满意度。 
4) 坚持以人为本发展原则，提高原住村民参与度 
传统村落在进行旅游开发与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保证当地村民的有效参与。当地村民对提供给游客

的表演、饮食等方面的见解与认知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旅游开发中，要落实各项政策，创

新产业结构和经营模式，鼓励人才回乡，吸引流失劳动力回乡创业，避免当地年轻人受城市化的影响纷

纷涌进大城市，从而出现“空巢化”“空心村”问题。另外在实施村落规划、环境治理、旅游开发中坚

持以人为本发展原则，不仅要赋予当地村民主体角色，鼓励他们积极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艺术，也要引

导游客尊重地方民俗、自觉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传统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实现游客与村民的共享共赢。 
5) 制定宣传策略，提升知名度 
在以口夸村的旅游开发运营中，应该注重文化的宣传，通过线下与线上宣传相结合，增大它的影响

力和吸引力。当今互联网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互联网的普及为村落形象宣传提供了极大的

便利，可以通过注册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快手等，定期发出当地活动预告及活动的现场视频，不

定期地在这些平台投放特色活动的精彩花絮或片段，将以口夸村的传统文化、民俗艺术、历史建筑、自

然风光等鲜活地展现在公众面前。运用互联网的影响力，对以口夸村的产品或形象进行宣传，从而让人

们对以口夸村产生兴趣、消费欲望和消费需求，吸引更多的游客，提升以口夸村的知名度。 

6. 结语 

旅游开发是我国现代传统村落发展的主要模式，不但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发挥历史价值，而且能

推动乡村振兴、加速美丽乡村建设。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却常常出现同质化、低俗化等诸多问题，也

是传统村落在进行旅游开发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如何破解同质化困局、深度挖掘文化内涵是传统村

落在未来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挑战。本文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通过对以口夸村旅游资源现状分

析基础上，提出“一心三区四带多节点”的总体空间布局规划方案，努力将以口夸村建设成为独具魅力

的汉彝文化体验村，探索适合以口夸村的保护与开发路径，实现以口夸村文化、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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