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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全域旅游发展研究＊

吕曼秋

（百色学院 旅游管理学院，广西 百色 ５３３０００）

摘　要：隆林县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特色鲜明，但开发利用的资金和人才等都较欠缺。应在全域旅游八全

要素新发展观指导下，以区域主体功能理论为指导，用有限资金重点开发特色旅游资源；以交通线为纽带从点到线

到面逐步打造全地区旅游目的地；以民族文化创意突出民宿特色，构建全域小微旅游地；以新媒体创新民族文化旅

游促销方式；全力动员全行业参与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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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１６年全国旅游工作会上，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指出：“旅游业发展到现在，已经到了全民旅

游和自助游、自驾游为主的全新阶段。现实要求必须从现在的景点旅游模式转变为全域旅游模式。全

域旅游是一种新的旅游发展观，就是要把一个区域整体作为功能完整的旅游目的地来建设，实现景点内

外一体化，做到人人是旅游形象，处处是旅游环境。［１］”旅游业作为隆林县县域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按

全域旅游理念对全县旅游发展进行系统性打造，是顺应旅游发展趋势，加快民族地区脱贫、促进区域经

济发展必然选择。

１　发展全域旅游应坚持“四新”理念 ，落实到“八全”层面

“全域旅游”是指各行业积极融入其中，各部门齐抓共管，全域居民共同参与，充分利用目的地全部

的吸引物要素，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全过程、全时空的体验产品，从而全面地满足游客的全方位体验

需求。［２］全域旅游四个全新理 念 包 括：（１）资 源 类 型 涉 及 自 然、人 文、社 会，居 民 本 身 亦 是 特 殊 的 资 源；
（２）旅游产品类型由传统观光型扩展到休闲度假、养生、科考探险、会展商务等；（３）旅游产业融合一二三

产业；（４）全新的市场观，市场主体包括基于旅游目的和休闲需求的游客及居民。［２］［３］［４］［５］

全域旅游理念需要落实到全要素、全行业、全过程、全方位、全时空、全社会、全部门、全游客等八个

层面。（１）全要素，将目的地一切可利用的自然、人文和社会资源充分挖掘并合理开发成为旅游产品。
（２）全行业，将目的地农、工、商、房地产等产业与旅游业优化融合，协同发展。（３）全过程。着力构建完

善的 “点—线—面”体验模型。（４）全时空，无时限全空间为游客提供能够满足其体验需求的产品和服

务。全空间指打造具有资本、项目、客流、消费等集聚的特色旅游产业集群。（５）全方位，既能满足游客

“吃住行游购娱”基本需求，又能提供“商学养闲情奇”活动保障。（６）全社会，最广泛地吸引各行业、社区

居民和投资者参与旅游业。（７）全部门，各大部门保证完成旅游开发建设中的义务。（８）全游客，除游客

外，社区居民在服务旅游的同时也能改善生活质量。［２－５］。

２　隆林各族自治县发展全域旅游条件分析

２．１　相对区位优势突出

隆林县总人口４１．７２万人［６］，面积３　５５１ｋｍ２。县域地处滇、黔、桂三省区 结 合 部，通 过 高 速 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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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７８、国道Ｇ３２４南接首府南宁市（４７８ｋｍ）、百色市 （２２０ｋｍ），北连贵州省兴义市、安龙县和云南省罗平

县等地，省道Ｓ３２２贯穿县域南北并与国道、田林县、贵州省兴义市、安龙县等相通，众多县道连接县内各

乡镇，交通比较便利，区位优势相对突出。

２．２　自然与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独特

隆林县地貌以高山深谷为主，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自然类旅游资源有天生桥水电站库

区、金钟山黑颈长尾雉自然保护区、大烘豹自然保护区、雪莲洞、冷水瀑布、扎云山、雷公滩、野猪岭等。
隆林县是广西唯一的多民族自治县，主要居住苗、彝、仡佬、壮、汉５个民族。各民族在历史上创造了独

特的民族传统文化，构成丰富多彩的人文类旅游资源：传统节庆有苗族跳坡节、彝族火把节、仡佬族尝新

节、壮族三月三歌会等；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手工艺、美术、音乐舞蹈、曲艺、传统民居、风俗礼仪、神话

传说、史诗民谣等；特色民族村寨有龙洞大寨、张家寨、大树脚、平流壮寨等［７］。

２．３　政府与社会重视民族文化传承

多年来县乡各级政府、各民族学会、民间团体、民族文化研究者等都致力于保护民族传统文化。通

过举办苗族跳坡节、彝族火把节、仡佬族尝新节等节庆活动，发动群众广泛参与，自觉提高传承与保护民

族文化的意识。２００９年打造了苗族舞蹈《迁徒记忆———腊染》、《笙鼓图腾》，２０１０年中央电视台音乐频

道录制并播出了《民歌·中国———五彩隆林民歌周》节目，２０１４年苗族“跳坡节”，在猪场乡烂木干村小

帽上屯、德峨镇街上和野猪岭等地开展“爬坡杆”“跳芦笙”等比赛活动，参加选手有２４１名［８］。近年来，
隆林县将传统文化融入中小学乡土教育，县一小、三小、民族试验小学等学校推广吹奏民族乐器———芦

笙，实现“人人会吹芦 笙”。这 些 举 措 扎 实 地 打 好 文 化 传 承 群 众 基 础，有 效 地 培 养 了 民 族 文 化 传 承 人。

２０１６年，隆林县抓住《百色市旅游扶贫三年行动计划》的机遇，完成了德峨镇德峨村和三冲村旅游扶贫

规划编制；国家级天生桥—冷水河水利风景区通过了评审；加快推进县重点景区景点的规划建设和《旅

游产业总体规划》修编，全县旅游框架体系已成雏形。２０１６年接待旅游总人数８５．１万人次，同比增长

７．５％ ，实现旅游总收入８．９８亿元，同比增长２８．４％［９］。

２．４　民族节庆旅游产品获得品牌效益

隆林县各主要民族都成立了自己的民族学会，积极举办民族节庆等各种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活动。

２０１４年由苗族学会主办的苗族跳坡节在德峨镇举行，参与人数约８万人，旅游收入８００多万元。在县

城举行的壮族歌会由壮族学会主办，参与人数近８万人，旅游收入近８００万元。彝族火把节由彝族学会

在德峨镇保上村阿搞屯举办，参与人数约４万人，旅游收入超４００万元。仡佬族尝新节由仡佬族学会在

德峨镇么基村举办，参与人数３万多人，旅游收入近４００万元。各民族的品牌节庆活动还吸引了各邻近

省市县群众参与，有力地推动着民族文化旅游活动。
近年来，隆林县大力开展旅游宣传促销工作。２０１３年自治县成立六十周年县庆期间，利用平面媒

体、网络、电视等媒介展示隆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出版《霓裳摇曳的地方———广西隆林》画册、隆林五大

民族丛书及各种旅游宣传册，拍摄旅游专题片等，充分展现隆林特色旅游资源。２０１６年成功举办中国

（隆林）第三届“南盘江杯”江钓大赛、中国（隆林）·东盟自然水域垂钓大赛、“南盘江杯”全国龙舟邀请

赛、民族文化展示活动，苗族跳坡节、彝族火把节、仡佬族尝新节和壮族歌会等大型节庆活动，不断提高

隆林的知名度。隆林县还组织三冲茶叶有限公司等旅游企业参加在广州举办的百色市２０１６年度旅游

项目招商及旅游产品推介洽谈会和在桂林举办的２０１６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等推介活动，向全

国各地客商推介隆林的旅游商品和旅游资源，全方位地宣传展示隆林县秀丽风光和淳朴的民风民俗。

２．５　旅游资源挖掘不够，缺乏文化创意

目前，隆林县仍有大量旅游资源未能开展普查，其文化内涵更有待深入发掘。（１）天生桥库区水电

工程和涉水类资源尚未进行旅游开发，而同一库区的贵州省万峰湖已建成全国有名的景区。（２）雷公滩

景区及各自然保护区的旅游产品均缺乏相应的生态科普内涵。（３）民族村寨是民族文化的有形载体。
县有关部门却因缺乏传承民族历史文化的意识，大量拆除遗存的宝贵传统建筑物，重建村寨又未能突出

体现民族特色建筑风格等。（４）在无形文化开发利用中普通缺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的创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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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林民族国际大酒店已达三星级标准，但作为隆林县窗口，其内外装饰却没有任何民族特色元素。猪场

乡瓦厂屯古老的苗族蜡染工艺制品制作粗糙，仍以内销为主，未能根据外部市场需求创新传统与时尚相

结合的旅游产品，无法吸引广大年青游客，经济效益难以提升。总之，隆林县在旅游产品全方位突出多

民族文化特色等方面尚待努力。

２．６　旅游业态单一，产业融合欠缺

当前隆林县旅游仍处在以民族节庆观光体验为主的初级阶段。由于节庆时效性短，对相关产业拉

动作用不明显；日常休闲娱乐项目与互动休闲娱乐活动产品偏少，如盘江源野钓基地仅有钓鱼和普通餐

饮等。目前农业、农产品加工、水利水电、铝加工等企业尚缺乏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意向。旅游业态单一

造成旅游发展途径狭窄，无法做大做强。

２．７　旅游基础设施落后，各景区内外通达性有待提高

高速公路Ｇ７８出口到县城还有近３０ｋｍ二级公路、国道Ｇ３２４与省道连接路段、县城至天生桥近４０
ｋｍ路段等各路段的路况均较差；县境内各乡镇公路更需要进一步改善。此外，各条公路沿线均未设置

相应的村镇及景区标识，县城重要路口与景点等均未设置“全县旅游导览图”等相关设施。诸如此类，落
后的基础设施极大地影响着隆林县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２．８　旅游促销宣传不足

隆林县旅游促销工作初见成效，但宣传范围狭窄，宣传途径不足。如对江钓大赛这种吸引力强大的

旅游活动赛事，宣传仍局限于较小区域范围及业内人群 ；活动宣传途径虽然有新华网、广西新闻网、百

色政协网、隆林网等官网，但宣传频度低；未能充分利用微信、ＱＱ等平台扩大受众范围，因此，无法提高

社会知晓率和扩大普通大众关注的范围。隆林县还缺乏旅游品牌形象设计，特色民族文化无法物化成

为视觉形象，难以提高在本地与外地的旅游宣传效果。

３　隆林县发展全域旅游的建议

３．１　管理路径：贯彻全域旅游理念，加强顶层设计

发展意识决定发展所能达到的高度。在各地纷纷贯彻发展全域旅游的时代，多渠道提升民族地区

各级行政管理层全域旅游发展理念，是全面推进旅游发展、减少决策性错误最有效最紧迫的举措。隆林

县决策层应关注“百色红城夜校”、中国旅游协会及其分会（如民宿分会）、中国饭店协会、中国旅行社协

会、中国旅游景区协会、中国地理学会等举办的各类培训班和相关会议，选派人员参加培训学习，并加强

反馈交流，向各部门广大干部传递发展旅游的新思路新动向。加强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旅游科技人员

合作，就近聘请百色学院旅游专家进行指导和对涉旅人员开展现场培训。县级领导应加强全县旅游发

展顶层设计，加快完成《隆林各族自治县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及各旅游发展专项规划的编制，编制过

程中应注重与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镇总体规划以及交通、
文化、旅游、农业、林业等专项发展规划等相衔接。“多规合一”要充分考虑旅游发展需要，并督促各部门

配合旅游局完成全县重点旅游项目。新农村建设规划应强调以旅游发展为导向，科学设计村容村貌与

多功能住宅建筑，保证同时满足乡村旅游和农家乐的需要。加强保护保存相对完整的传统古村落如平

流屯，禁止盲目拆除重建，应依据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维护，若新建须另外选址。

３．２　资源路径：继续深入普查旅游资源，并进行主体功能分区

聘请科研机构、高校、规划机构、专业（业余）考察探险队等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相关人员组成多个调

查组，会同旅游局、各乡镇干部进行全要素旅游资源普查，按《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ＧＢＴ１８９７２－
２００３），将全县现有及潜在的旅游资源划按“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遗址遗迹、
建筑与设施、旅游商品、人文活动”八大类进行详尽分类，评价各类资源旅游价值，划分等级，提出开发条

件，根据区域主体功能进行全县旅游功能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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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调研表明，隆林县现有价值相对较高的旅游资源有水域、生物和人文活动三大类资源，包括天

生桥库区、南盘江、金钟山黑颈长尾雉等珍稀野生动物保护区，五大民族传统文化。按区域主体功能可

分为４大旅游区：（１）天生桥库区生态休闲旅游区，以革布、天生桥为中心的地区，开展库区观光、水利工

程观光、生态休闲、淡水养殖体验、骑行、自驾、露营等活动；（２）南盘江流域水上娱乐区，以桠杈、者保、平
班、沙梨为节点的沿江地带，开展野钓、龙舟、游泳、划船、赛艇等水上竞技运动；西贡蕉、甘蔗等特色农业

园观光体验，骑行、自驾等活动；（３）金钟山生态科考探险旅游区，以金钟山为中心的地区，开展登山、动
植物观赏及生态环境科普文化体验等活动；（４）五大民族（彝族、苗族、仡佬族、壮族、汉族）传统文化体验

区有新洲、德峨、猪场三个核心区。应在原有民族节庆活动的基础上，通过持续开展民族文化大赛等形

式把彝族火把节、苗族跳坡节、仡佬族尝新节，“圩日”各族传统文化轮换展示，新州民族博物馆和各族文

化园区展示，县城五大民族广场文化大赛等活动进一步展现和传承各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让游客与当

地群众充分体验到各民族习俗与风情等。

３．３　文化路径：引进高端创意团队以文化创意激活传统文化

１）引进高端创意团队，以生态文化、传统文化为核心内容，通过创新创意设计特色旅游区、休闲度假

区、文化示范区等，将本土民族文化元素、符号融入全域旅游区景观形态中，展示深层文化因子，充实旅

游产品文化内涵。具体措施是：（１）天生桥库区生态休闲旅游区，为避免与同一库区的贵州省万峰湖景

区恶性竞争，应着重发展另具特色的生态休闲旅游。即将沿岸山地植被改造为既有经济价值又有观赏

价值的果树、花卉、竹类和林木等，通过园林设计如步道、标识牌和解说牌等融入生态科普内容与少数民

族文化；对现有的网箱养鱼业进行整顿改造，让游客乘船参与淡水养殖互动，构建民族风味鱼庄，增加民

族菜谱和民族歌舞，游客可从中充分体验到当地民族风情。（２）重点改造民族博物馆，借鉴湖北省恩施

土家女儿城的设计思路，在静态展示基础上，增加光电科技虚拟动态演示，再现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游客

对传统文化的感知。远期规划在主馆周边增设五大民族主题馆，各馆陈设相应民族的古老建筑照片与

构件实物、生产生活用品、文学艺术品及其传承人介绍等。游客可参与手工艺品制作与民族歌舞等互

动，实现可视化和舞台化的无形文化旅游体验。

２）通过打造不同民族特色的街区、广场、酒店、餐饮、娱乐、购物等系列化主题产业，让旅客全方位体

验各民族特色文化。（１）将民族文化融入中小学相关课程，如语文、地理、音乐、美术、自然科学等，再通

过小手拉大手，让中小学生带动家长，普及和恢复传统民族文化，形成全县全民参与的浓郁民族文化氛

围。（２）结合县城市政建设打造五大特色民族主题广场，将民族元素如民族图腾、服饰图案、土特产图示

等融入到形象标志、广场雕塑、休闲桌椅、路灯、文化解说标识、酒店餐厅等各个建筑小品；各民族协会自

主划策定期不定期展演歌舞，创意工艺品等，将民族音乐舞蹈融入日常广场舞。（３）打造德峨民族特色

小镇，各类公共设施建设均须突出民族文化特色，如将民族服饰图案，民间传说、故事、民俗等物化成图

像，应用于街道、市场、建筑、路标及酒店餐厅等，营造特色圩日文化硬件氛围；各民族轮流开展圩日民族

才艺表演和主办专题大赛等，持久传播传统民族文化 。

３．４　产业路径：以特色民宿点亮全域旅游

近年来中国民宿产业在社会资本的助推下，向着“品牌化、规模化、产业化、精品化、国际化”的方向

迅猛发展，并带动当地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新态势。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９日，我国大陆客栈民宿在“去哪

儿”平台注册量总数达２０２　４４５家，比２０１６年增加了１５　４３７５家，增长率为３２１．１５％。相比于传统住宿

业客房收入２５％～５８％的增长率，近年来民宿预订增速一直在６０％以上［１０］。２０１７年国内茑舍、大乐

之野、过云山居、Ｋａｎｒａ紫一川、千里走单骑等５家民宿界超级ＩＰ开始采取集群战略，初步取得良好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发展全域旅游中引入特色民宿既能创造新型旅游资源，又能以民宿为载体将

民族文化整体升级展现。隆林地处三省结合部，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开发难度大，旅游与住建等部门应

充分认识民宿在旅游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主动通过“中旅协民宿分会”等途径引资加快建设全县各地民

族特色民宿，夯实全域旅游基础，推动旅游扶贫。
多元经济多种经营是乡村旅游和民宿发展的必然路径。在乡镇发展规划中，应大力打造特色规模

种养村屯，完善加工和销售等产业链，并尽可能与旅游发展融合。隆林县根据自然条件与种养传统，可

着重发展西贡蕉、柑桔、甘蔗、板栗、核桃、茶叶、烤烟等种植。如平班西贡蕉种植基地，应在靠近县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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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出口的扁牙附近打造西贡蕉主题园区，增加西贡蕉的形象、餐饮及互动活动等主题设计，介绍

西贡蕉种植加工等科普知识。应注重引导其他行业参与全域旅游发展。如房地产，商业等投资旅游项

目，共建“宜居、宜业、宜商、宜游、宜创”的“生活、工作、生意、旅游、生产”等多功能产业。为突出旅游功

能，应着重融入民族文化特色元素。旅游管理部门应在有条件的地方整合民宿群，引导村屯和民宿继续

发展多功能旅游产品，进一步打造成田园综合体。如返乡农民工罗氏兄弟的盘江源田园山庄除住宿和

餐饮外，还依托紧邻野钓基地的优势经营钓鱼等休闲娱乐活动。山庄得到了政府大力支持，除投资４００
多万元基础设施外每年再投入１５万元鱼苗交由罗氏兄弟管理。目前，山庄客源已扩大到贵州省兴义市

和安龙县，还计划增强创意设计，吸引百色、南宁、广东、贵州、云南等地游客。全县应大力推广“香蕉文

化模式”和“罗氏山庄模式”，全面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３．５　空间路径：以交通线为纽带，从点到线到面打造全域旅游目的地

（１）重点突破。首先优先将县城民族博物馆打造成４Ａ级景区，引领交通线上各景区景点建设：天

生桥库区、革布、盘江源、德峨小镇、猪场乡瓦厂屯蜡染生产基地、金钟山、扎云山等，完善各节点内外旅

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再扩展到周边地区，增加构建休闲度假业，形成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的

全域旅游重点功能区。
（２）突出主线。以县城／百色－沙梨－平班－安龙、县城－者浪－天生桥－兴义两公路为纽带打造北线滨河

（湖）生态休闲带；沿县城－德峨－猪场－蛇场公路打造南线多彩民族文化体验带；沿县城到金钟山公路打造

西线生态科考体验带。
（３）充分利用核心景区和交通线节点景区景点带动四大旅游区面上的乡村旅游和民宿发展；利用公

路铁路交通线无缝连接四大旅游区，形成全县全域旅游的空间格局。

３．６　营销路径：新媒体与民族文化结合，创新促销模式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有文化内涵的促销活动。文化底蕴深厚的企业在旅游促销中能把地方文

化民族文化融入旅游产品的相关信息中，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给游客，更有效地影响、唤起、促使消费者购

买自己旅游产品。当前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着旅游营销模式，也为营销融入民族文化地方

文化创造了更有利条件。各旅游相关部门应积极借助于互联网和多媒体的优势，充分利用图片、影视、
各级电视台与各种媒体、各种摄影与体育大赛等多种手段，并在宣传资料中加入民族形象、图腾、土特

产、风土人情等地方和民族元素组成新媒体，实施全行业、全过程、全方位、全时空、全社会的精准营销，
实现多渠道营销的协同效应。民族地区由于各方条件所限，政府组织仍然是旅游目的地形象促销最重

要的力量。应在各级政府的带领下设立促销机构、制定营销战略、增加促销经费、推动政企合作、组织人

员参加县外的或组织县内的各种旅游博览会和旅游交易会：利用政府官网或微信朋友圈等新媒体进行

营销互动，旅游促销活动。隆林县现有节庆和赛事时效短，但活动准备至结束跨时很长，极需政府和各

民族协会等全社会、全部门、全行业、全游客在活动全过程开展全方位、全时空的宣传，包括制定促销计

划，利用电视、广播、网络、报刊、杂志、新媒体工具进行预先和实时报道；还应举办相关学术论坛、民族风

情摄影比赛、经典民族文艺作品巡演巡展等，持续地扩大活动影响力。

３．７　人才路径：全力调动全社会、全行业、全部门相关人才参与发展旅游

（１）构建全域旅游专家库，包括一切可利用的县域内外相关专家、学者、技师等人才资源；主动与高

校及科研单位合作，为政府提供旅游发展决策咨询、调研论证、创意策划、项目规划设计等综合服务。
（２）加强旅游从业人员培训，建立完善的旅游人才评价体系。应与百色学院及其他高校、旅游企业

合作，建立旅游人才教育培训基地和实习实践基地；着重培养本土旅游管理人才。
（３）全民共建共享全域旅游。应充分发挥各民族协会的作用，增加中小学乡土教育，全面推广民族

传统文化教育，加紧文化传承人培养；不断扩大全社会的旅游活动参与度，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豪

感，培育民族文化旅游的良好人文生态环境。各民族节庆与赛事活动应广泛吸纳本土群众与高校志愿

者参与。通过经常举办本土民族歌舞大赛和民族特色广场舞等活动，推动民族文化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创新舞蹈艺术，营造特色旅游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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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有壮、苗、瑶等１２个世居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与隆林县一样，拥有丰富的自然旅

游资源和多样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但交通等基础设施与资金及人才等条件欠缺，发展全域旅游困难不

小。隆林县旅游发展进程在广西民族地区有一定代表性，其旅游发展对策对广西大多数民族地区有着

积极的参考价值。广西各民族地区发展全域旅游除了参考上述发展对策外还应坚持渐进原则：第一步，
应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地区经济实力薄弱，发展旅游之前首先要全面考察并选定区域特色旅游资源，合理

编制域内旅游规划，把不多的资金集中用在发展潜力大的地方 ；第二步，在发展重大项目的同时也应大

力引导面上的小微企业———乡村旅游、农家乐、民宿等发展，夯实全域旅游基础。在旅游资源开发与旅

游经营管理中应时刻清楚地记住民族地区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都比较脆弱的特点，一切旅游活动都应

坚持保护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原则，杜绝浮躁和冒进思想，稳步推动全域旅游发展，逐步把绿水青山

变成金山银山。

参考文献：
［１］李金早．全域旅游大有可为［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２－０９［２０１８－０５－０９］．ｈｔｔｐ：／／ｔｒａｖｅｌ．ｎｅｗｓ．ｃｎ／２０１６－０２／０９／ｃ＿１２８７１０７０１．ｈｔｍ．
［２］厉新建，张凌云，崔莉．全域旅游：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的理念创新———以北京为例［Ｊ］．人文地理，２０１３，２８（３）：１３０－１３４．
［３］张辉．全域旅游的理性思考［Ｊ］．旅游学刊，２０１６，３１（９）：１５－１７．
［４］杨振之．全域旅游的内涵及其发展阶段［Ｊ］．旅游学刊，２０１６，３１（１２）：１－３．
［５］何建民．旅游发展的理念与模式研究：兼论全域旅游发展的理念与模式［Ｊ］．旅游学刊，２０１６，３１（１２）：３－４．
［６］广西统计局．２０１７广西统计年鉴［Ｍ］．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７．
［７］隆林旅游资源［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７－０６［２０１８－０５－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ｘｌｌ．ｇｏｖ．ｃｎ／ｈｔｍｌ／２０１２／ｔｒｅｖｏｌ＿０７０６／８０２８．ｈｔｍｌ．．
［８］王芳宁．以满怀的 热 情 发 掘 和 推 介 隆 林 民 族 文 化［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７－０５［２０１８－０５－０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ｇｏｕ．ｃｏｍ／ｌｉｎｋ？

ｕｒｌ＝ＤＳＯＹｎＺｅＣＣ＿ｑｉ９Ｐ５ｏＴＦｅ３Ｊ５１ｖｋａｙｗＬｓｃｈＨｊｈ－ＶＸｇｅｏＷＸｎ１ＱＮｈｋ８ＷｏＮ６ｆｌＰｇ７ｅＷａＴＪＭｒＰｌｋ６Ｆ５Ｐ７９．
［９］韦珺儒．２０１６年隆林实现旅游总收入８．９８亿元［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２－２０［２０１８－０５－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ｘｂｓｚｘ．ｇｏｖ．ｃｎ／ｎｅｗｓ＿

ｖｉｅｗ．ｐｈｐ？ｉｄ＝８１２７０｜３２｜？ｊｍ２ａ２．
［１０］顾 欣 宜．恩 施 民 宿，融 景 留 俗 纳 情 怀［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１－１８［２０１８－０５－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ｎｓｈｉ．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８／０１１８／

６１６８７４．ｓｈｔｍ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　Ｌｏｎｇｌｉ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Ｖ　Ｍａｎ－ｑｉｕ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ａｉ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ａｉｓｅ　５３３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ｏｎｇｌｉ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ｒｅ　ｒｉｃｈ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ｂｕｔ
ｌａｃｋ　ｏｆ　ｆ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ｌ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ｔｏｐ－ｌｅｖｅ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ｆｕｎｄｓ　ａｓ　ｉ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ｌｉｎｅ　ａｓ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ｆｒｏｍ　ｓｐｏｔ　ｔｏ　ｓｐｏｔ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ｏｍｅｓｔａｙ，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ｉ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ｒｅｇｉｏｎ．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ｌｉｔ－
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ｗｉｔ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ｅ　ｗｉｌｌ　ｆｕｌｌｙ　ｍｏｂｉｌｉｚｅ　ａｌｌ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ｒｅａ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Ｌｏｎｇｌｉ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ｙ

［责任编辑：黄天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