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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期待和对旅游目的地的异质性需求相符。平塘可立

足当代快节奏生活下游客对慢生活的向往，突出自身独

特优势，将民族节日风俗与旅游相衔接，打造民族文化

旅游IP，使民族文化成为该旅游区位的特色名片，把握游

客主体，精准吸引受众。

结　语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牙舟陶传承

人体量缩减，企业生产的陶副产品相对固定，市场空间

有待扩展。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平塘应抓住机遇，联

合企业和居民共同发力，因地制宜，突出当地特有的民

族风情和牙舟陶文化，下好发展文旅经济的先手棋，牵

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牛鼻子，做好

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基本功。在不伤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原真性的前提下发展好文化旅游，使非遗通过旅游产业

平台实现更广泛的传承和弘扬，同时“活化”非遗，令

其为乡村经济发展赋能，借力文旅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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