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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期望看到的，是一个原汁原味、充满乡土气息的肇兴

侗寨，而非一个因过度追求商业利益而失去本真性的旅

游地。

肇兴侗寨旅游开发的保护与发展

（一）立足本地资源，激活内生动力

传统村落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积淀，在旅游发展中展

露出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内部凝聚力。因此立足本

地资源提升各民族旅游动力的基本逻辑在于依托村落文

化资源，发展好村落文化旅游，提升各少数民族的吸引

力、满意度、影响力，进而迸发传统村落的活力。具体

而言，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于景观的保护应该要坚持保

护村落自然格局、保护村落环境的每一个要素的景观特

征。二是以整体保护为原则，科学规划，将肇兴侗寨的

街巷与街道、水系环境、公共空间以及侗寨传统的建筑

物作为重点保护对象，严格把关肇兴侗寨内的各种商业

建设活动，严格审批，严格规划。三是立足本地文化资

源，比如建筑景观、民俗活动、艺术文化、日常饮食、

手工刺绣等方面完善系统结构，推动系统有序运行。[9]

（二）强化资金支持力度

目 前 ， 传 统 村 落 旅 游 发 展 势 头 迅 猛 ， 而 传 统 村 落

的保护工作又是良性循环的过程，资金缺口巨大。充足

的资金来源是保护传统工作强有力的盾牌，随着传统村

落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需求量也

会增加。一方面，需要加大省、市政府财政投入来保护

与发展传统村落。另一方面，拓宽资金来源，通过向企

业 、 组 织 、 个 人 等 社 会 人 士 进 行 资 金 筹 措 保 护 传 统 村

落，吸引各界人士的资金投入。

（三）创新管理运行模式

以 传 统 村 落 为 载 体 促 进 旅 游 业 的 发 展 ， 必 须 保 护

与发展传统村落，实现村落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五个方

面：第一，政府引领监督，专家咨询指导，村民自主决

策等多元主体形式参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中去，创

新管理运行模式，把乡村旅游发展同乡村振兴相斜街。

第二，村民要作为主人进行自主决策，由政府连接市场

的渠道，由此推动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第三，采取

管理机制，把保护所、村委会、旅游公司以及村民有机

结 合 在 一 起 ， 村 民 入 股 共 同 经 营 ， 共 享 发 展 成 果 。 第

四，把《文物保护法》写进村规民约，以此保护村寨内

的旅游资源。第五，开办艺术节、艺术展、摄影比赛等

活跃传统村落活力，并建立工匠队伍把建筑构件收集起

来进行村落建筑结构修缮。

（四）培育人才，凝聚发展合力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强 调 了 产 业 兴 旺 是 基 石 ， 只 有 产 业

得到可持续发展，才能解决村落经济发展问题。肇兴侗

寨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民俗文化消失、商业浓厚、市

场资金缺乏，考其溯源是缺乏人才的管理。就现阶段而

言，传统村落需要文化水平高、专业能力强、经营管理

能 力 强 的 高 素 质 人 才 。 一 方 面 ， 国 家 可 以 制 定 优 惠 政

策，通过政府、企业等多个维度培养专业技术型人才，

吸引各业精英入驻村落展露才能。另一方面，激励文化

工作者投入传统村落的文化建设，深入挖掘、创新、宣

传文旅资源，使其留着村落文化底色，恢复原貌，为肇

兴侗寨的保护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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