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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对农村经济增长的驱动与实施

黄建华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Ǔ广西Ǔ贵港Ǔ537100

摘Ȟ要：贵港市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拥有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城市，通过实施“非遗+旅游”模式，有
效驱动农村经济的增长。本文详细阐述了贵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概况、分类与特点，以及“非遗+旅游”模式
对农村经济增长的驱动机制，包括直接经济效益、产业带动效应和就业与创业拉动。同时，分析了该模式实施过程中

面临的挑战与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完善协同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质量提升、强化市场推广与品牌建

设等实施策略，旨在推动贵港市非遗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繁荣。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农村经济增长；实施策略

引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推动地方经

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贵港市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具有极高的旅游开发

价值。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

的深入实施，贵港市积极探索“非遗+旅游”的发展模
式，旨在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

带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

1��贵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概况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与特点
贵港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是一座拥有

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遗产的城市。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种类繁多，涵盖了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戏曲戏剧、传统

手工艺等多个领域，是当地人民世代相传的文化瑰宝。

在民间文学方面，贵港市拥有众多传说、故事、谚

语和歌谣，这些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文化

内涵，反映了贵港人民的历史生活、社会风貌和民俗风

情。这些文学作品不仅传承了当地的文化记忆，也为后

人提供宝贵的文化财富。

音乐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贵港市同样丰富多

样；无论是器乐演奏、民歌演唱还是民间舞蹈，都体现

了贵港人民在音乐艺术上的卓越才能和独特创造力。这

些音乐作品旋律优美，舞蹈动作矫健有力，不仅具有娱

乐功能，更在民间节庆、婚礼等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承载着浓厚的乡土情感和民族认同。戏曲戏剧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则是贵港市文化的一大亮点；桂平杖头木

偶戏、平南牛歌戏等地方戏曲剧种，以其独特的表演形

式和精湛的技艺，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这些戏曲剧种

不仅保留传统的表演艺术，还融入地方特色，成为展示

贵港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传统手工艺方面，贵港市更

是拥有众多独特的技艺，如油纸伞制作、三利小刀锻制

等。这些手工艺品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风格，在国

内外市场上享有盛誉。这些手工艺的传承和发展，不仅

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做出贡献。

贵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独特性，这些文化遗产是贵港人民在长期历

史实践中形成的独特文化成果，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

民族特色；二是传承性，这些文化遗产通过口传心授、

师徒传承等方式代代相传，保持了其活态性和连续性；

三是多样性，贵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涵盖了

文学、艺术、技艺等多个领域，体现当地文化的丰富性

和多元性。

1.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近年来，贵港市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工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其的保护和传承。一方

面，通过普查、认定和记录等手段，对全市范围内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全面梳理和分类，建立较为完

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截至目前，贵港市已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项（平南县大安校水柜习
俗），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余项，市级和县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更是多达数百项。另一方面，贵港

市政府还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扶持力度，通过

提供传承经费、建立传承基地、举办培训班等方式，鼓励

和支持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培养新的传承人群体[1]。同

时，还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教育等产业的

融合发展，通过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线路、开发非

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等方式，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非遗 + 旅游”对贵港市农村经济增长的驱动机制

2.1  直接经济效益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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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旅游”模式为贵港市农村经济带来显著的
直接经济效益。通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资源

相结合，贵港市成功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游览，从而

直接促进当地旅游收入的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

魅力，如精美的手工艺品、独特的民俗表演、丰富的历

史传说等，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游客在游览过程

中，不仅能够领略到贵港市丰富的文化遗产，还能够品

尝到当地特色美食、购买手工艺品等，这些消费活动直

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随着“非遗+旅游”模式的深
入推进，贵港市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显著改

善。为了更好地满足游客的需求，当地政府加大对农村

道路、住宿、餐饮等基础设施的投入，这些投入不仅提

升游客的旅游体验，也为当地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和收入来源。同时，通过举办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庆

活动、展览等，贵港市还进一步扩大自身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为未来的旅游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2  产业带动效应驱动
“非遗+旅游”模式在贵港市农村地区的实施，还

产生显著的产业带动效应。随着游客数量的不断增加，

与旅游相关的产业链也逐渐发展壮大。在餐饮方面，当

地农民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出具有地方特色

的美食产品，如传统小吃、农家菜等，这些美食不仅满

足游客的味蕾需求，也为农民提供额外的收入来源。在

住宿方面，随着游客量的增长，当地的民宿、农家乐等

住宿设施也得到快速发展，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

会。另外，“非遗+旅游”模式还带动了当地手工艺品、
农产品等特色商品的销售。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往往会

对当地的手工艺品、农产品等产生浓厚兴趣，这些商品

的销售不仅为农民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还促进当地特

色产业的发展。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贵港市农村

地区的经济结构也得到优化升级，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

2.3  就业与创业拉动
“非遗+旅游”模式在贵港市农村地区的实施，对当

地就业与创业产生了显著的拉动作用。随着旅游产业的

快速发展，当地农民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旅游服务行业

中来，如从事导游、餐饮、住宿等工作。这些工作不仅

为农民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还提升了他们的职业技

能和综合素质。“非遗+旅游”模式还为当地农民提供了
创业的新机遇。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农民可以开

发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如手工艺品制作、农产

品加工等。这些创业项目不仅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还

能够为农民带来较高的经济收益[2]。随着“互联网+”时

代的到来，农民还可以利用电商平台等线上渠道，将自

己的旅游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

和增加收入。通过“非遗+旅游”模式的实施，贵港市农
村地区不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还为农民提供更多

的就业机会和创业空间，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3��贵港市“非遗 + 旅游”实施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3.1  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
在贵港市推进“非遗+旅游”模式的过程中，非遗保

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一方面，非物质文

化遗产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保护与传承是首要

任务。然而，在旅游开发过程中，为了吸引游客和提升

经济效益，往往会对非遗资源进行一定程度的商业化和

娱乐化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非遗文化的原真

性和独特性受到损害。例如，一些非遗表演可能会因为

迎合游客口味而失去原有的文化内涵，一些手工艺品的

制作也可能会因为追求量产而降低品质。这种矛盾不仅

影响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可能削弱游客对非遗文

化的认知和尊重。另一方面，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在资

源利用和空间布局上也存在冲突。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

展，对非遗资源的开发需求不断增加，这可能会给非遗

保护带来压力。如何在保护非遗文化的前提下合理利用

资源，避免过度开发和资源破坏，是贵港市在实施“非

遗+旅游”模式时需要面临的重要挑战。
3.2  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水平短板
尽管贵港市在推进“非遗+旅游”模式方面取得一

定成效，但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水平仍存在短板。贵港

市部分农村地区的交通、住宿、餐饮等基础设施相对落

后，难以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需求。例如，一些通往非

遗景点的道路狭窄崎岖，交通不便；一些住宿设施条件

简陋，卫生条件和服务质量有待提高。这些基础设施的

不足不仅影响了游客的旅游体验，也制约了当地旅游业

的进一步发展。

一些旅游从业人员缺乏专业素养和服务意识，对非

遗文化的了解和宣传不够深入，难以满足游客对非遗文化

的探索和体验需求[3]。另外，贵港市在旅游信息服务、旅

游安全保障等方面也存在短板，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升。

3.3  市场推广与品牌建设不足
在市场推广与品牌建设方面，贵港市“非遗+旅

游”模式也面临一定挑战。贵港市对非遗旅游资源的宣

传推广力度不足，导致外界对其了解不够深入。一些非

遗景点和旅游线路缺乏知名度和影响力，难以吸引大量

游客前来游览。缺乏具有地方特色和竞争力的非遗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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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导致贵港市在旅游市场上难以形成独特的竞争优

势。这种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的不足不仅影响贵港市非

遗旅游资源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制约了其旅游业的可

持续发展。

4��贵港市“非遗 + 旅游”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实施

策略

4.1  完善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协同机制
为有效解决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贵港

市需建立完善的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协同机制。这一机

制旨在平衡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以及旅游开发的经

济效益。具体措施包括：制定非遗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

详细规划，明确保护范围、开发强度以及游客容量等关

键指标；建立非遗保护与开发的多方参与机制，包括政

府、非遗传承人、旅游企业以及社区居民等，通过协商

合作确保非遗文化的原真性与旅游开发的可持续性；加

强非遗文化的教育与宣传，提升旅游从业者和游客对非

遗文化的认知与尊重，减少商业化对非遗文化的负面影

响。通过协同机制的建立，贵港市将能够更好地实现非

遗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双赢。

4.2  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质量提升
针对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水平的短板，贵港市需加

大投入，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质量提升。在基

础设施建设方面，应重点改善通往非遗景点的交通条

件，拓宽道路、优化交通标识，提高游客的出行便利

性；加强住宿、餐饮等旅游配套设施的建设，提升设施

的品质与卫生条件，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在服务质

量提升方面，应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与管理，提高

其专业素养和服务意识，确保游客在游览过程中能够获

得优质的旅游体验；加强旅游信息服务系统的建设，提

供详尽的旅游指南、在线预订以及旅游安全提示等服

务，提升游客的满意度与忠诚度。通过这些措施的实

施，贵港市将能够显著提升其旅游吸引力和竞争力[4]。

4.3  强化市场推广与品牌建设

为提升贵港市非遗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需加强

市场推广与品牌建设。在市场推广方面，应充分利用互

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结合线下活动，开展

多样化的宣传推广活动，如非遗文化节、旅游摄影大赛

等，吸引更多游客关注与参与；加强与旅行社、在线旅

游平台等渠道的合作，拓宽市场推广渠道，提高非遗旅

游资源的曝光率。在品牌建设方面，应深入挖掘非遗文

化的独特价值与魅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旅游品

牌，如非遗主题酒店、非遗手工艺品体验馆等；加强品牌

形象的塑造与传播，通过统一的视觉识别系统和品牌口号

等，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贵

港市将能够更好地展示其非遗文化的魅力，吸引更多游

客前来体验与消费，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

结束语

综上所述，贵港市“非遗+旅游”模式的实施为农
村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完善非遗保护与旅游

开发的协同机制等措施，贵港市成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游览，带动相

关产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空

间。未来，贵港市应继续深化“非遗+旅游”模式的发
展，加强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推动非遗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农村经济的繁荣做出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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