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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健康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健康旅游成为旅游业转型升级的新热点。乡村健康旅游作为健康旅游的组

成部分，具有城市旅游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发展空间。本论文以云南省昆明市周边乡村健康旅游为调查点

进行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乡村健康旅游市场需求状况及乡村健康旅游开发的制约因素，本文

将针对以上因素，对昆明市乡村健康旅游建设进行分析研究，运用和谐管理理念从“和则”、“谐则”

等方面对昆明乡村健康旅游的未来提出了发展策略，并以此作为其他省市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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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healthy China, healthy tourism has become a new hot spot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As a part of health tourism, rur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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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has an irreplaceable role and development space for urban tourism. This thesis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on rural health tourism in Kunming, Yunnan Province as the survey point, and 
analyzes the market demand for rural health tourism and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of rural health 
tourism development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The construction conducts analysis and re-
search, and uses the harmonious management concept to propos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the 
future of Kunming’s rural health tourism from the aspects of “He principle” and “Xie principle”, 
and use this as a reference for other provinces and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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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指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聚居，且比例较高，生产生活功能较为完备，少数民族文

化特征及其聚落特征明显的自然村或行政村[1]。首先，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保护和发展特色村寨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其次，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少数民族经济的

重要产业，协调和规划好村寨的发展可以极大推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实现脱贫致富，

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差距[2]。 
康养旅游、休闲农业以及乡村民宿等新产业新业态的兴起是农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发展的产物，乡

村旅游新业态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然而少数民族村寨的管理模式和基础设施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少数民族村寨人居环境和休闲旅游的全面提升与发展[3]。 

2. 和谐管理理论 

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所解，“和”之第一原意是“音乐和谐”，引申为“和睦，协调”；“谐”

之第一原意是“和谐，融洽”，引申为“办成”。可见，“和”与“谐”并不完全等同，“和”是“谐”

的基础、前提和初级态势，“谐”是“和”的发展、目的和高级态势。在“协调”的基础上才能达到“融

洽”，进而实现“办成”——促进事物发展。即“和谐”的内涵应理解为一个紧密结合、有序发展的有

机整体：协调融洽促成事物发展[4]。 
和谐管理，就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和谐管理，就是品人、识人、找人、选人、育

人、用人、管人、容人、留人的层层递进、有序运作、随机应变、一环扣一环，使管理者在管理工作中

得心应手、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和谐管理，就是使被管理者的人和事对称，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和谐管理，就是管理者的和谐心态。管理人生活在紧张的竞争氛围中，生活在不良的环境里，应首先学

会自我超越，保持和谐的心态，使自己轻松愉快地管理。 
席酉民教授所提出的和谐管理理论是在国外管理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企业管理具体情况，融入中

国传统的思想和文化，进而形成的一种中国式的管理理论。该理论以系统论为理论基础，从企业组织结

构的复杂性出发，研究管理的和谐问题。以“和”“谐”的字面意义，分析在组织管理中人的主观情感

和事物的客观要素，提出两个基本原则：“和则”“谐则”，“和则”是代表为解决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的管理问题而采取的“能动至变”的措施，通常表现为员工激励机制和构建特定的企业文化等，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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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用由“人”的因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来应对管理活动中的不确定性。“谐则”是代表理性设计与优

化来提升组织架构的有效性、工作流程与制度，对具有相对确定性的管理问题进行整体优化来应对由“物”

的要素所引致的不确定性。“和谐耦合”指的是在实现和谐主题的过程中，和则与谐则之间动态调整以

及适配来共同应对复杂管理问题的过程。因此，只有将二者进行有机的融合与互动，才能创造一种能够

促进各子系统协同发展的环境，实现系统整体的目标和更高的绩效[5]。 

3. 少数民族村寨健康旅游开发的意义 

3.1. 少数民族村寨健康旅游开发可以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国民收入的不断增加，人们的精神需求呈急剧上升趋势，而外出

旅游是人们寻求精神满足最有效的渠道之一。因此，近年来我国的旅游业发展速度较快。旅游资源开发

依赖于环境，而环境资源比较脆弱，游客参观、旅游资源过度开发等都将不可避免的对环境造成不同程

度的破坏，且其中有些环境资源是极难恢复的，所以旅游业实施可持续发展势在必行。旅游业可持续发

展可分为增加旅游资源供给和加大环境保护两方面，通过开发少数民族健康目的地，可以开辟新的旅游

景点，进而增加旅游资源的供给，最终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3.2. 少数民族村寨健康度假旅游能够缓解城市人口压力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的人口密度越来越大，使得城市人均空

间越来越小，城市资源处于密集利用和过度利用的状态，水资源、电能在很多城市供不应求。通过开发

少数民族健康目的地，可以使人口过密的中心城市与人口过疏的农村地区之间进行循环流动，缓解城市

人口结构失衡, 实现城乡人口双向流动，缓解城市人口压力。 

3.3. 少数民族村寨健康旅游开发可以激活农村富余劳动力 

我国少数民族村寨蕴藏着大量的富余劳动力，由于农村土地有限，很多乡村存在农活不够量的情况，

再加上农闲季节，农民每年都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活计可做。以前很多村民到城市打工，但照顾不了小

孩和老人，如果在有条件的少数民族村寨开发健康旅游，就能调动农村富余的劳动力，使村民们即使不

离开乡土，也能增加收入。 

3.4. 城市健康旅游度假者的到来可以促进少数民族村寨的健康文化建设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建设新社会的主力在乡村，这不仅仅是因为农村人口众多，更重要的是农民

由于职业、地域、习惯等影响所形成的心理状态和社会习气更适合于理性组织的建立，而中国优秀的传

统文化也是更多的保留在农村。同时，中国在组织建设的过程中，所要培养的一些习惯，也着重是对农

民设立的 1。城市离退休老年群体中，相当一部分老年知识分子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而很多乡村正缺乏

智力的输入，这些老年知识分子在乡村旅游度假的过程中，当地政府或民间组织，可以调动这部分老年

人的积极性，适量做一些有利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这些活动只要不过量，不但

有利于少数民族村寨健康文化及乡村文化建设，也有利于避免老年痴呆症的发生。 

4. 少数民族村寨健康旅游开发的条件 

4.1. 少数民族村寨拥有宜人的自然环境 

大多数少数民族村寨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旅游者在与大自然零距离的环境中生活，不但可以享受

 

 

1赵玉丽：《梁漱溟论传统文化在乡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载《安徽农业科学》2011 年第 2 期，第 202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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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的空气、纯净的水质和新鲜的食物，而且活动空间大，视野开阔。旅游者在这种纯天然的环境中生

活会感到心情舒畅，慢性病症状会得到改善，健康水准也会有所提高。 

4.2. 少数民族村寨拥有独特的人文环境 

大多数少数民族村寨民风朴实，具有独特的乡村文化。乡村特色鲜明的节庆、婚葬、礼俗、饮食、

服饰等文化，能给外来游客异质性的新鲜感。以前比较封闭、落后的村寨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在一步步

发展，尤其是那些开发了乡村旅游的乡村，民族文化资源构成了独特的人文环境。 

4.3. 少数民族村寨的歌舞表演能够让旅游度假者感到身心愉悦 

民族歌舞展演可以使旅游者从视觉、听觉方面获得审美愉悦，歌舞展演中富有特色的民族服饰，或

优美、或粗犷、或夸张的舞蹈动作都能引起旅游者的想象、移情等审美体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有

这样、那样的生活缺憾，有不满意和失衡之处，观看民族歌舞展演可以使人暂时忘记烦恼，得到情绪、

情感、欲望方面的调节。尤其是游客能够参与的歌舞节目，像云南石林县阿诗玛的故乡大糯黑村彝族撒

尼人的大三弦，曲调激扬，舞步并不复杂，游客容易学习，很适合游客的参与。大糯黑村的歌舞队往往

在村门口弹着大三弦，跳着舞迎接客人，给旅游者歌舞之村的印象。每年的火把节，旅游者蜂拥而至，

众人围着熊熊燃烧的火把，在有力的伴奏中一起跳舞、娱乐。 

4.4. 少数民族村寨的生态饮食能够促进旅游度假者的身体健康 

少数民族村寨是食材生产的第一线，有的少数民族村寨还保留施有机农肥，或者以有机肥为主，化

肥为辅的种植方式，用有机肥或以有机肥为主的种植方式能够减少化肥残留，使种植的稻麦等主食和蔬

菜保持较好的绿色生态性，有利于健康生态饮食的开发。 
除了种植的农作物外，乡村还有很多野生食材，像江河里的野生鱼类，山林中非保护性禽兽，植物

类食材以及野生或种植的水果等。 

5. 少数民族村寨健康旅游市场调查分析 

为了了解目前少数民族村寨健康旅游市场的消费者倾向和偏好、旅游动机。 
以及制约旅游者作出旅游决策的影响因素，本课题组于 2019 年 7 月份进行了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

收回有效问卷 255 份，运用 Excel 软件对问卷的调查结果进行了统计，并对统计结果进行了分析。 

5.1. 调查对象人口统计特征 

此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255 份，从人口性别角度，男生 98 人，女生 157 人，分别占总数 38%和

62%，女性较多，少数民族村寨健康旅游市场的养生保健消费、旅游纪念品消费、民族服饰消费等较大，

而女性对这些旅游产品的需求更大，购买力也更强。从年龄结构看，以 18 岁到 25 岁之间的青年人居多，

占 65.49%，这一群体年轻而富有活力，追求刺激和差异，关注文化和生命。少数民族村寨健康旅游以目

的地的人文事项和自然环境为旅游吸引物，以体验异质文化为核心，很好地迎合了青年人的心理诉求。

但由于本次调查问卷发放方式的局限性，导致了调查对象年龄结构层次的不平衡性，51~60 岁占 7.84%，

60 岁以上则仅占 1.57%，调查结果有所偏差，因为少数民族村寨健康旅游以“养生结合休闲旅游”的模

式满足了中老年群体追求“健康、愉快、长寿”的心理动机，中老年群体是该旅游市场的主要目标客群。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其中 66.27%为本科学历，17.65%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6.67%为大专学历，从数据

中可以看出本次调查结果集中在本科生上，这一群体知识水平较高，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程度以及接

受程度也较高。从职业来看，本次调查以学生和企事业单位职员为主，分别占总人数的 36.08%和 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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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入水平来看，月收入 2000~5000 元占 37.65%，2000 元以下占 34.9%，这一调查结果基本符合本次调

查对象的主要职业分布。 

5.2. 旅游者了解旅游信息的渠道 

关于获取旅游信息的渠道，76.47%的被调查者通过微信朋友圈获取旅游目的地的信息，而通过朋友

推荐收集旅游信息的被调查者占 60.78%，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旅游者了解旅游信息的渠道以个人形式的

亲友介绍为主，这也论证了口碑宣传的效力。 
旅游者在非个人信息渠道的选择上，微博及 VOLG、直播占 61.96%，电视剧及电影占 50.20%，抖音、

快手等手机 APP 占 40.78%。在网络信息化时代，旅游信息获取的速度越来越快、成本越来越低，旅游者

对网络信息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至于广告牌和报纸杂志这种传统的旅游信息收集渠道的利用程度则较低，分别占 19.22%和 27.45%，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旅游目的地宣传的形式。 

5.3. 旅游者到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动机分析 

至于旅游者到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动机，如图 1 所示，70.2%的旅游者是为了休闲散心，49.8%的旅

游者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前者属于心理动机，后者属于生理动机。修身养性，保持身心愉悦，追求高

层次的生活质量是旅游者外出度假最主要的诉求。 
 

 
Figure 1. Tourists’ motivation for traveling to ethnic villages 
图 1. 旅游者到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动机 

 
还有很大一部分旅游者是出于文化动机到少数民族村寨旅游，从数据中可以看到，品尝少数民族的

美食是这一动机最主要的诱因，占 67.06%，其余几项诱因分别是：体验乡村生态环境占 64.71%，被少数

民族文化吸引占 52.16%，参加少数民族节日占 38.82%。如上文所述，少数民族村寨健康旅游的实质是异

文化体验，旅游者通过深入接触当地人的生活和生产，体验目的地的整体民族文化，了解和欣赏异地的

艺术、语言、节日、民俗、宗教、饮食、服饰等，以满足自身的求知欲望。 

5.4. 旅游者对少数民族村寨健康旅游产品的偏好 

对于少数民族村寨饮食文化，如图 2 所示，分别有 80.39%和 70.59%的旅游者希望当地餐饮能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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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特色的健健康生食品和各种野生食材(菌类，蔬菜，鲜花等)，而有 89.8%的旅游者希望烹饪具有民族

特色。饮食文化作为一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象，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独特的少数民族饮食文化

能够满足旅游者多种需求，对他们产生强烈的吸引力。此外，还有 51.76%的旅游者希望能够体验特色烹

饪过程，随着旅游者提出更多的个性化需求，他们在旅途中愈发热衷于追求参与感和体验感，以饮食文

化旅游资源为核心的旅游体验产品应运而生。 
对于少数民族村寨医疗设施，如图 3 所示，五项问项的比例基本持平，有民族特色医药这一项的占

比略高于其他四项，占 69.8%。大多数少数民族村寨倡导食养、药养，且地理资源优越，适于发展医疗

种植产业或医药产业，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当地饮食文化开发系列美食健康，推动健康旅游的发展。 
 

 
Figure 2. Food culture in ethnic villages 
图 2. 少数民族村寨饮食文化 

 

 
Figure 3. Medical facilities in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图 3. 少数民族村寨医疗设施 

 
对于少数民族村寨住宿设施，69.02%的被调查者希望使用当地的环保建筑材料，60%的被调查者则

是希望使用当地的环保装饰材料。当地建筑材料和装饰材料的运用既可以展示民族特色，使旅游者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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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的生活，也推动了当地健康旅游、环保旅游的发展。而对于卫生洁具清洁、房间清洁、床上用

品清洁等卫生问题一直是旅游者的痛点，也是本次调查对象关注的焦点。 
关于少数民族村寨健康旅游的购物项目，81.18%的被调查者表示希望能够购买到绿色生态食品，

77.25%的被调查者则希望能够购买到特色生态旅游纪念品，这是因为随着绿色旅游的兴起，旅游者的消

费理念和消费习惯发生了改变，热衷于绿色饮食、绿色购物。此外，提供当地新鲜的瓜果蔬菜、特色的

民族服饰、当地特产以上三项均有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选择。少数民族旅游购物市场上提供的商品不仅

要满足旅游者功能性的需求，更要体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与旅游者在精神层面上获得共鸣。 
对于少数民族村寨健康运动项目，见图 4，民族歌舞表演和民族体育项目最受被调查者的欢迎，分

别占 92.94%和 87.45%。少数民族村寨健康运动项目是一项重要的旅游资源，它往往依附于民族传统节日、

宗教祭祀、农事活动、日常娱乐中，体现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对旅游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不但能

够拉动当地旅游市场的消费，而且带动了相关的产业的发展。 
 

 
Figure 4. Health sports in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图 4. 少数民族村寨健康运动项目 

 
其中对于民族歌舞表演，87.06%的被调查者表示歌舞表演展示了热亲奔放的少数民族风情，85.49%

的被调查者则表示歌舞表演中的民族服饰十分漂亮，具有很强的观赏性。此外，参与性是民族歌舞表演

的一大特点，少数民族歌舞大多曲调激昂、简单易学，旅游者可以亲身参与其中，增强体验感。 

5.5. 制约旅游者做出旅游决策的因素 

见图 5，本次调查从个人因素和目的地因素两大方面对制约旅游者作出旅游决策的因素进行统计分

析。尽管很多人有旅游的动机和需求，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旅游者个人因素是影响旅游行为的内在

因素，从图中可以看出，无闲暇时间和没有充足的资金是影响被调查者到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两大个人

因素。 
目的地的交通状况、安全状况、文化氛围、住宿设施、旅游服务等因素对旅游者作出旅游决策有很

大影响。其中，交通不便已经成为阻碍旅游者到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最大障碍，有 82.35%的被调查者选

择了该项。第二大障碍是安全问题，占 50.59%。大多数少数民族村寨地处偏远、交通闭塞、经济落后，

治安问题难以得到保障。此外，文化因素，如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程度、语言问题也是影响旅游者出

游的重要因素，分别占 50.2%和 3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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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Factors restricting tourists from making travel decisions 
图 5. 制约旅游者做出旅游决策的因素 

6. 少数民族村寨健康旅游开发的制约因素 

6.1 硬件基础设施落后，达不到顾客满意标准 

1) 交通不便 
由于少数民族村寨大部分位于偏远地区，交通不方便，旅游者的可进入性较低。虽然近年开展新农

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活动使村里的路面比原来平整，有的已修成水泥路面，但从城市到乡村的距离还

是比较远，不仅交通成本较高，且需要多次转车，对游客来说十分不便。交通的便利性大大制约了少数

民族村寨健康旅游开发。 
2) 缺乏垃圾处理设施 
虽然历史上少数民族村寨的垃圾处理也没有集中处理点，但那时候村民们使用的物品都比较生态，

丢弃以后对环境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旅游业的发展，游客的增加，使餐饮业在少数民族村寨中成为较早发展起来的行业。很多农户在家

中办起了能为游客提供饮食服务的农家乐，接待规模较大的家庭添置了碗、盘，但筷子都是一次性筷子。

渐渐的，随着流动餐饮小吃点的增多，大量的塑料饭盒、泡沫饭盒被采用，也使村寨周围和红河里开始

堆积、漂浮着各种不易分解的塑料垃圾。 
为了迎接 2007 年 10 月国庆节期间举行的花腰傣国际服装节，政府强调要修建垃圾房，大沐浴村的

第一个垃圾房终于诞生了，但大家发现并不实用，原因是丢入垃圾房的垃圾不会自动消失，需要增量人力

做垃圾房垃圾的清理工作，这样，村组领导又号召村民，不要把垃圾丢进垃圾房，还是各家扔到江里去。 
村民只有环保意识是不行的，还需要有相应的配套处理措施，大沐浴垃圾的处理村里没有能力解决，

没有政府的统一规划、管理是不会有效果的。 
3) 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设施 
由于少数民族村寨位置偏远，经济条件落后，所以村寨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设施，尤其

是健康类设施设备，如理疗器械，健身器械，美容设备以及各种运动休闲场地等。随着小康社会的到来，

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提升，对于休闲养生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单纯的依靠村寨清新的空气和优美

的环境来吸引游客，可能达不到理想的健康旅游开发目标。目前，大多少数民族村寨的基础设施不完善，

水电、交通、路标、住宿、餐饮、娱乐以及通讯网络、电子商务推介平台的现代设施。另外，村寨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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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旅游配套设施，如景观长廊、长椅以及配套功能房等。旅游者需要这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旅游相关

配套设施设备来进行休闲养生活动。因此，基础设施设备种类和数量的不足将会影响少数民族村寨健康

旅游的开发工作。 

6.2. 旅游产品缺乏本地特色，与游客预期不符 

1) 化肥作物违背顾客绿色需求 
随着化肥在全国的普遍使用，少数民族村寨也开始使用化肥。若不使用化肥种植，农作物收成得不到

保障。生态化肥代替一般化肥迫在眉睫。农作物上残留的化肥对人体有很大伤害，而顾客选择来少数民

族村寨进行旅游的目的除了观看民族特色就是享受健康的少数民族餐饮，如若少数民族村寨也采用了不

健康的食材来招待顾客，那么就失去了少数民族村寨健康旅游的特色，这样会使游客的满意度和体验感

大大降低，不利于少数民族村寨健康旅游目的地建设，对少数民族村寨开展健康旅游项目也具有很大影响。 
2) 缺乏对少数民族健康文化的挖掘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许多少数民族村寨在政府的指导下被开辟成为一个新的旅游景点，其中

有些少数民族村寨的来访游客量比一般的城市旅游景点还大。随着外来游客的增加，当地居民被来访游

客所携带的现代文化所感染，使得当地文化逐渐趋于现代化，失去了当地本土文化的韵味。同时，当地

居民并没有对自身的少数民族健康文化进行很好的保护和深度发掘，使得当地少数民族健康文化逐渐失

去其原有的优势，最终影响少数民族村寨健康旅游的开发进程。 

6.3. 管理模式老旧，旅游营销不足 

1) 村民自主管理，缺乏专业人才 
许多少数民族村寨旅游业的经营管理都是由村民自己负责，由于少数民族村寨位置偏远，教育水平

落后，村民自身的知识水平不足以支撑他们作出正确的旅游开发管理决策，甚至会耽误乡村健康旅游的

发展进程。若引进集理论与实践于一体的健康旅游专业人才对村寨进行经营管理，将会大大提高健康旅

游开发的管理效率。因此，缺乏健康旅游专业人才也会影响少数民族村寨健康旅游开发。 
2) 宣传力度不够，传播渠道单一 
少数民族村寨大多位于偏远民族地区，通讯不便，许多少数民族村寨不为人知晓，单单靠亲朋好友

推荐等单一的宣传渠道是无法解决村寨的旅游发展的，只有加大宣传力度，大力推介，才能扩大村寨的

知名度并带动少数民族村寨的健康旅游发展。 

6.4. 缺少政府政策支持 

中共中央提出了健康中国战略，只有人民群众保持身心健康，才能追求美好幸福生活，因此面对健

康中国的发展战略，有必要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村寨健康旅游，增加少数民族村寨独特的吸引力，同时鼓

励人民为追求健康生活提供必要健康旅游资源。国家制定健康中国战略，不仅有助于将少数民族村寨的

健康旅游资源集合在一起，而且有助于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从而促进少数民族文化旅游整体发展水平的

提升。目前，大多少数民族村寨受地方财力以及环境、土地、产权等条件制约，还存在融资难、用地难

等政策瓶颈，投融资体制与发展要求不适应。因此，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对于当地居民或者相关企业发

展少数民族村寨健康旅游都有很大的帮助。 

7. 少数民族村寨健康旅游和谐模式构建 

通过对少数民族村寨健康旅游市场的调查分析，我们发现大多数旅游者到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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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外乎休闲散心，呼吸新鲜空气，修身养性，保持身心愉悦，追求高层次的生活质量是旅游者外出度假

最主要的诉求。 
少数民族村寨健康旅游的实质是异文化体验，旅游者通过深入接触当地人的生活和生产，体验目的

地的整体民族文化，了解和欣赏异地的艺术、语言、节日、民俗、宗教、饮食、服饰等，以满足自身的

求知欲望。 
旅游的最高追求莫过于心灵上的放松，这就要求少数民族村寨在开发健康旅游的过程中营造出和谐、

舒适的环境氛围，使得游客能与少数民族村寨和谐相处，甚至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这样的旅游体验才

是难忘的，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的。 

7.1. 营造村寨视听和谐氛围 

1) 村寨服务与本土文化的和谐 
很多少数民族的节庆活动都包含着促进健康的元素，比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傣族的泼水节、傈僳族

的刀杆节、彝族的火把节、白族的三月街等，这些节庆活动或唱歌跳舞，或赛马爬杆，能够促进身体健

康及心情愉悦，应对这些少数民族节庆活动进行挖掘并开发包装，打造成富有民族特色的健康娱乐活动。

同时还可开展一些体验性较强的农事活动如种植、养殖、采摘水果、香草盆栽种植体验等；利用村寨独

特的地理优势，可开展徒步、慢跑、爬山、骑行、垂钓、摸鱼等各类体育娱乐活动。 
2) 住宿环境的视听和谐 
少数民族村寨环境是乡村健康旅游开展的基础，乡村旅游与少数民族村寨环境之间存在内在的统一

性，少数民族健康旅游的开发一方面要和乡村自然环境相适应，有利于村寨环境保护和自然生态平衡，

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维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原真性，不危及当地少数民族村寨居民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生活，

使乡村旅游开发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游客入住村寨后的体验感知除了视觉上要具有民族特色以及干净整洁还有听觉上的体验和心理上的

感知，这就需要为游客营造出安静舒适的休息空间来提高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例如播放具有民族特

色的古典音乐或者歌舞。 

7.2. 营造旅游供需和谐氛围 

1) 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村寨旅游供给水平 
旅游交通变化是客源市场演化的重要驱动要素，会导致客源市场空间结构扩展，且扩展的方向基本

与交通变化路径一致。少数民族村寨大多坐落在山间，道路错综复杂。首先是重要旅游集散景点的内部

交通不顺畅、集散压力较大常导致旅游者晚点误时；其次是目的地景区旅游交通不便，大部分少数民族

村寨的可进入性较低，不仅令游客“望而却步”，良好的旅游资源无法展现在游客面前，而且不利于景

区建设，导致资源浪费。因此，加强少数民族聚居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交通出行

条件迫在眉睫。 
2) 加强网络营销平台宣传，提高村寨旅游需求水平 
在信息多元化的时代，旅游目的地仅依靠有限的实体宣传资源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网络和媒体

进行宣传。 
a) 建立旅游目的地的私人网站，将旅游目的地的娱乐项目、著名景点、医疗服务设施便利程度、交

通便利程度等信息公布在网站上，供游客浏览查阅，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 
b) 与某些网络媒体进行合作，比如新浪微博，百度等网络公司，给予他们一定的报酬，让他们在一

些引人注目的版块加入关于旅游目的地各种信息的广告，进行宣传。这种方式也可以对旅游目的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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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的宣传。 
c) 新媒体的运用也很重要。比如“抖音”、“快手”等视频 APP，可定期上传与少数民族村寨健康

旅游相关的创意小视频，比如特色村寨风景、特色美食制作、民族歌舞表演等，利用新媒体流量人气的

聚集，打造少数民族村寨健康网红 IP，让少数民族村寨成为旅游者心中的健康圣地，让更多的人知晓，

慕名而来。 

7.3. 营造村寨管理与地方发展和谐氛围 

1) 区域联合发展，促进产业链和谐 
少数民族村寨应注重依托当地优越的自然资源环境，设计具有健康价值的旅游目的地，让游者乐享

其中，比如田野、森林氧吧、温泉胜地等；同时，可将一些参与性与体验性较好的项目融合，比如融合

体育产业中的运动健身以及民族传统趣味性的旅游活动；也可结合传统的中医以及现代医疗科技产业，

为旅游者提供针灸、推拿、理疗、按摩等医疗康复项目；设计中医药养生文化项目，比如少数民族特色

养生美食以及养生体验活动。另外，未来应强化各省少数民族的旅游战略合作，鼓励健康产业的发展。

尤其西部少数民族村寨有较为优质的健康旅游资源，打破行政区域界线，各城市之间整合旅游资源，优

势互补、合理分工，加强联系，形成区域性健康旅游带，实现区域性联动发展。 
2)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促进管理模式和谐 
乡村健康旅游作为新兴的旅游形式，是将健康、旅游、养老、养生、运动、饮食等综合起来的新型

旅游项目，以为游客提供健康体验为基础，在旅游过程中涉及到健康养生各方面的知识和内容。少数民

族村寨大多数是由村民进行经营管理，存在着知识储备不足，对健康旅游缺乏深层次理解的情况。因此

乡村健康旅游开发需要有一支专业人才队伍对少数民族村寨的旅游从业者进行健康旅游培训，对游客健

康旅游活动的开展提供指导，并引进高层次的资深养生专家，为游客的特色健康活动进行专业指导；最

后，不断培养新的人才，以满足少数民族村寨健康旅游科学化经营和规范化服务的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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