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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黔东南少数民族农村自然资源、民族民俗资源丰富。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地理因素的影响，特色产

业得不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影响和制约了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拓展、乡村振兴的推进。在乡村振兴

战略的指导下，应用大数据在内的信息技术，围绕农林牧副渔等传统特色产品产业、自然风光与民族民

俗旅游业、民俗文化艺术产业等进行少数民族农村特色产业深度开发对策研究，十分必要。文章对黔东

南脱贫地区少数民族农村特色产业开发现状及影响产业深度开发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策略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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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eastern Guizhou rural are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and ethnic fol-
klore resource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cha-
racteristic industries cannot be well developed and utilized. The consolidation and expans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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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and th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influenced and re-
stricted by it.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research on depth exploitation of ethnic rural industries, 
combine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sideline fishing and other traditional feature 
product industries, natural scenery and ethnic folk tourism, folk culture and art industries,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ig data,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exploitation in south-
east Guizhou province,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
gestions. 

 
Keywords 
Exploitation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Ethnic Rural, Depth Development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西部少数民族农村扶贫工作是中国反贫困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同胞贫困问题的

解决。2020 年实现全面脱贫后，作为反贫困主战场的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如何进一步做好返贫防范，巩

固精准扶贫成果，实现稳定可持续脱贫，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涉及到民族同胞幸

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的增强，影响到“携手消除贫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的推进。 
黔东南少数民族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滞后，曾经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精准脱贫的典

型代表区域；现在作为少数民族农村开展返贫防范和特色产业深度开发的重点对象。在新的历史时期，

如何结合该地区自然环境特点、民族民俗风情、物产特色，充分调动少数民族同胞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发挥新时代的技术优势，更好地推进该地区少数民族农村特色产业深度开发，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推动乡村振兴十分重要。 

2. 黔东南脱贫地区少数民族农村特色产业开发现状分析 

2.1. 农林牧副渔特色产品及产业开发 

在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下，黔东南州少数民族农村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优化[2]，少数民族农村同

胞根据当地自然环境，特备是光照、降雨、通风及土壤等地质地理条件特点围绕农村特色产品进行的经

济产品和高价值产业开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整体上来看，少数民族农村特色产品和产业开发得到

了长足发展。 
以麻江县为例，政府引导群众大力发展地方特色产品，积极打造地标产品，将蓝莓产业建成农业经

济的主导产业，做大做强，营造“麻江蓝莓”品牌，使之成为当地致富增收的主要产业，农民致富增收

的有效途径。该县自 2000 年开始引进蓝莓栽培技术，引入兔眼、北高丛、南高丛和半高丛等四大类蓝莓，

共 33 个品种；2004 年开始走上规模化发展之路；2018 年，获得有机产品认证的蓝莓种植面积 12,451 亩；

2020 年底建成 12 万亩蓝莓产业基地，将麻江县逐步打造成为中国南方蓝莓第一县。 

2.2. 自然风光 + 民族民俗旅游产业开发 

结合民族地区丰富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族民俗特点，进行“自然风光 + 民族民俗旅游”产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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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地融合当地经济、文化、地理资源进行可持续开发，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思路，充分调动民族同胞的积极性、发挥能动性，取得了良好效果。 
近几年前往黔东南州地区旅游人数呈上升趋势(详见“图 1 黔东南州 2016~2020 年各年旅游总人次”)，

全州保持着贵州省旅游目的地前五地位。2020 年，受新冠肺炎影响，旅游人数稍有回落，总体依旧呈现

较好趋势。 
 

 
Figure 1. Total number of tourists in Southeast Guizhou from 2016 to 2020. Data Source: Guizhou 
Macroeconomic Database 
图 1. 黔东南州 2016~2020 年各年旅游总人次。数据来源：贵州宏观经济数据库 

 
例如，雷山西江苗寨进行旅游特色产业开发，合理利用民族民俗文化遗产，融合了当地自然风光，

走出了少数民族农村旅游发展新模式，游客接待数量也呈逐年上升趋势，2018 年达到 600 多万人，2019
年接待游客量达到了饱和，在旅游高峰期不得不颁布了“限客令”。该景区已发展成为黔东南州乃至贵

州省的少数民族特色地区名片，较好地推动了民族同胞增收致富。截止 2017 年，参与西江千户苗寨旅游

服务工作的村民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了每月 2000 元左右[3]。 

2.3. 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艺术产业开发  

黔东南州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伴随社会发展，造就了一定的社会个性，是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生产、

生活方式的文化标志。民族音乐、民俗民居、民族手工艺品等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

和感染力，是珍贵的人文、历史资源和财富，黔东南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为特色产业

开发提供了新思路、新内涵。 
第一，在民族音乐方面，黔东南州苗族飞歌、侗族大歌、傩戏等民族歌舞美誉已经蜚声海内外，其

经济价值逐渐体现出来。通过专业团体的精心编排，组织、安排少数民族群众将这些民族歌舞搬上了“多

彩贵州”、“西江苗寨艺术节”等大型文艺旅游活动的舞台；邀请民族地区的村民积极参与其中，在宣

传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增加收入，一举两得。 
第二，在民俗民居方面，黔东南州少数民族农村居民建筑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例如，苗族的“西

江千户苗寨”、侗族的“风雨楼”等[4]具有独特的文化艺术内涵，这些文化旅游资源被开发和利用十分

必要。以特色民族民居为载体，生产、生活场景为主题的民俗风情旅游业正在蓬勃地发展，借此对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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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居文化艺术进行宣传和集中展示。 
第三，在民族手工艺品方面，黔东南州手工艺品主要包括苗族刺绣、蜡染、簸箕画、地戏、傩戏等。

这些手工艺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4]。随着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互联网的推广，它

们被作为旅游纪念品和民族特色宣传名片走向大众。 

3. 黔东南脱贫地区少数民族农村特色产业深度开发主要问题分析 

结合特色产业开发现状，分析可知黔东南脱贫地区少数民族农村历史、社会、地理条件具有一定的

特殊性，进行特色产业深度开发全面推进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全盘布局、

综合考虑。其中，农村电商的发展、农村物流体系的构建问题、农村特色产业开发需与农村电商融合发

展、农村特色产业开发需紧密结合地理环境等方面尤其突出。 

3.1. 基于大数据、物流网络的电商体系有待建设完善 

电子商务逐步渗透和影响到少数民族同胞的工作、生活和学习的各个方面。农村电商已经是少数民

族同胞在产业开发中与消费地、消费者进行有效联系、沟通，推动营销渠道的打开，去中间化减少成本、

增加利润不可缺少的部分。借助大数据在内的高新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农村电子商务的不断深入，更

好地服务于少数民族农村生产、流通，让少数民族同胞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带来的

便捷生活。 
黔东南州少数民族农村发展相对滞后，产业发展基础信息大数据平台有待构建，物流网络化运作保

障不力，基于大数据、物流网络的高效电子商务运作、服务和管理体系有待构建和不断完善的现实情况

影响和制约了该地区产业开发的具体实践，成为特色产品产业“下山”、“进城”、“出山入海”的瓶

颈问题，且日益凸显。 
主要问题具体如下：一、由于信息技术发展滞后，对外交流障碍现象依旧存在。二、由于少数民族

农村山高水深，交通运输在内的基础条件相对较差，物资输入、输出多有不便，导致了与外界互通困难

的情况。三、由于商品储存条件有限，专业物流设备缺乏，无法进行大规模远距离输出与售卖。四、由

于少数民族农村电商平台建设有待进行，大数据技术应用不到位，交易品种、数量、价格和地区分布等

产销信息不能及时传递到农村生产端。五、由于产业发展基础信息大数据平台有待构建，数据分析、生

产指导、采购咨询等大数据应用增值服务功能的智力支持不力，农特产品上行普遍存在着产销对接不畅，

无法支持农特产品深入发展、农特产业提档升级的问题。 

3.2. 农村物流设施和网络化运营管理有待提高和完善 

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交通运输条件整体上得到明显改善。高速公路基本实现县城全面覆盖，又通过

建设乡村公路弥补高速公路无法进村的问题。此外，政邮合作设立村村快递也取得较大进展，增加了少

数民族地区交通运输频次，物流体系建设得到了不断完善。还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农村物流建设，不断完

善物流设施，推进网络构建。通过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解决物流出村进城的基本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物流设施和运营发展依旧落后现状，农村物流问题是新的历史时期农村地区电

商发展的瓶颈所在，加强农村现代物流建设为农村特色产业开发增加活力和动力保障十分必要。 

3.3. 农村特色产业开发亟待与农村电商充分融合发展 

相关部门为电商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为黔东南州少数民族农村农产品电商与民族民俗产业

融合发展提供平台支撑保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例如，黎平县“侗家七仙女”团队充分利用了相关短

视频软件，开展侗家劳作、分享美食、参加节假日等一系列活动的流媒体宣传[5]。通过播放量的增加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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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外界关注，在积淀到一定关注度后，开始助力带动售卖民族手工艺品、土特产(腌鱼、小黄姜等)。解决

了当地民族同胞产品滞销问题，保证了当地群众每一年的收入，带动了当地经济，助力脱贫增收。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黔东南州少数民族农村电商发展的条件和基础依旧有待完善。这就要求以建

立省、市、县、村四级电商服务站点为要求，搭建电商运作设施保障体系；以改善解决好村民对电商的

接受能力、积极性等，培养具有较强电商运作兴趣和能力的少数民族农村同胞进行产业开发探索，解决

好农村农产品电商与民族民俗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 

3.4. 农村特色产业开发需紧密结合地理环境条件因素 

黔东南州是我国少数喀斯特地貌聚集地之一，地理环境影响和制约了特色产业开发，产业开发需要

与地理环境条件紧密结合起来。 
一方面，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给旅游扶贫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民族民俗风情又为当地

自然、风光旅游资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赋予了人文内涵基础。另一方面，多山地、山高水深的现实情况

又给特色农业产品为主的其他特色产业开发增加了诸多不便。特别是，环境与农产品种植不匹配导致收

成偏低、经济效益低下的状况还需完善。 
这就要求在旅游扶贫模式创新事件中，优先解决好支线交通问题，依托资源环境，打造旅游与高速

公路联动发展模式，打造专门的旅游线路，设置专门的旅游专线，将自然风光、少数民族文化元素丰富

到旅游线路中，解决游客乘车不便的问题，方便、快速的景区过渡切换和交接，增进游客对黔东南州自

然风光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好奇心和期望值，让游客在赏玩风景后，激发进一步深入景区，实地实景体验

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民俗文化的想法，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还需要各地政府在特色产业开发中，要积极分析地理情况、考察环境因素、气候条件等。再因地制

宜制定农产品开发方案，在进行特色产业开发的同时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农特产品，将地方农产品最

大效益化、品牌化，达到产品增收，收益提高的目标。 

4. 黔东南脱贫地区少数民族农村特色产业深度开发策略建议 

黔东南脱贫地区少数民族特色产业深度开发存在上述主要问题。究其原因，有的是基础薄弱、机遇

不成熟、条件有待创造导致的问题，有的是在特色产业开发进入新时期、新局面遇到的新问题。亟待进

行模式创新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推动产业开发的深入开展，推进黔东南州少数民族农村社会和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 

4.1. 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生产流通物流体系 

物流，贯穿一二三产业，是促进供给与需求相匹配、相协调的核心环节。国家十分重视农村物流建

设问题。自 2018 年开始，中央多次高度重视农村物流建设问题[6]。特别是，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颁布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出，要创新农村物流服务体系，到 2025 年基本形成农村智慧

物流配送体系[7]。2020 年“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多次聚焦物流，明确要求“完善物流网络”、“构建现

代物流体系”；特别强调在农村建设方面“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加快发展现代物流，推动同现代农业

深度融合。物流网络畅通关系到黔东南少数民族农村特色产业提档升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

乡村振兴[8]。 
应该继续夯实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大数据 + 电商 + 物流”体系，推动特色产业开发[9]。以此充

分借助大数据在内的高新信息技术的帮助、物流网络的大力支持，可以更好地推动农村电子商务的不断

深入，更好地服务于少数民族农村生产、流通，让少数民族同胞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大数据、现代物流

和电子商务带来的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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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全力打造特色地标产品，发展和健全全产业链 

黔东南少数民族农村具有一定的相对封闭性和发展滞后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少数民族民俗文

化的完整性，是特色产业开发的宝贵资源基础条件。如何借助“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快速发展的有利

条件和信息资源途径、渠道进行少数民族文化全方位宣传，创新利用好这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打

造特色地标产品，不断发展和健全全产业链，推进特色产业开发不断深入开展，让消费者在接触、了解、

认同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睹物思‘文’”、“睹物思‘地’”的新格局，更好地推动地区经济与

社会高质量发展。 

4.3. 继续扩大农村电商运营能力，加快发展跨境电商 

在国家和各级政府重要政策、专项资金的支持和帮助下，充分发挥和利用贵阳作为国家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10]的优势，通过区域合作、产业带动，不断促进黔东南电子商务发展规模，加强农村电商运营能

力，发展特色产品进出口贸易，加快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推动电子商务、物联网、大数据和农村特色产

业融合与创新，逐步建设具有黔东南州少数民族农村特色的产业开发电子商务运营体系和运行机制，促

进特色经济发展。 

4.4. 建立和健全民族特色产业开发利益联结协调机制 

为了能够更好地推动和加强地区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专业合作社、专业合作社与农户的产业帮扶对

接，需要创新和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东部、中部企业对口帮扶地区兴办微小企业，推动建设生产基

地和加工基地，培育和实现订单帮扶、股份合作、园区带动生产托管、资产收益等带贫模式，让民族同

胞从产业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5. 结论 

黔东南少数民族农村，民族文化多样，农户和村寨思想观念落后，自然条件各异，地理条件复杂多

样，立体气候明显，农业经济发展程度相差大，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导致特色产业开发条件先天不

足，亟待进行产业开发模式创新推动发展。这就要求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握好特色产业开发与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乡村振兴的深入开展逻辑关系的前提下，围绕

农村特色产业开发涉及到的电商及物流、特色经济、人力资源、小微企业运作问题进行综合考虑。 
第二，创新探讨如何更好地利用好已有民族民俗、自然环境资源和独特的物产、风貌，进一步开发

和孵化新产品、新产业、新模式，促成特色产品走上规模化、效益化、产业化道路。 
第三，继续深度开发和拓展已有特色产业，打造全产业链，全面提升存活率和竞争力，努力形成地

标性品牌，促其更好地进入更加广阔的国内，乃至国际市场，走好特色发展之路。 
第四，努力调动多方资源，打造符合地区发展实际情况、民族区域特色的健康、可持续的少数民族

农村多产品产业深度发展创新模式，进一步推动并促成黔东南少数民族农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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