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开《黄果树景区战略规划报告》文本，对大黄果树旅游

圈的定位有这样一段话：根据“国发 2 号文件”和“黔党发 15

号文件” 精神，以及各级领导对黄果树打造的希望和要求，将

其以打造成“世界知名、国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休闲度假胜

地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对“大黄果树旅游圈”的释义：以黄果树品牌为抓手、以区域内

旅游资源为载体、以信息化为手段、以金融为平台，集客流、信息

流、资金流、服务流、人才流为一体的旅游产业经济圈。

“说简单一点，就是一句话，把黄果树打造成为世界游客

在贵州的家”。 黄果树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到。

实现“世界游客在贵州的家”这个大旅游圈的核心目标，

黄果树思路清晰、策略精准，亟待“亮剑”。

策略一：

社区理念，管理景区。以社区的理念管理景区、服

务景区、配置景区。 充分运用社区的人性化、便利化措施和模

式管理景区，打造交通便利、配套完善、环境优雅、文化丰富的

社区化景区，满足游客真实需求。 达到交通社区化、配套社区

化、服务社区化、运营管理社区化。

策略二：

以寨为“家”，辐射景区。 以建设“和谐家园”为引

擎，打造具备独立接待能力且游客功能互补的小寨，形成辐射

整个景区的游客服务网络， 满足游客多方面的需求， 给游客

“家”的感觉。

策略三：

一寨一品，公司自治。以村寨为单位成立“旅游服

务公司”，村寨牵头，村民参与，以公司自治为形式，各村寨打

造不同主题、不同功能、不同色特的旅游服务配套。 各服务公

司接受集团公司管理，并享受景区统一“服务配套、服务功能

项目经营”的优先权，打造旅游产业“一寨一品”模式。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黄果树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黄果树

将做成大的旅游线，除了打造好周边的村寨，黄果树还将以最

开放的姿态、最包容的胸怀，依托现有的全省西线旅游线路，

与龙宫、屯堡、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花江大峡谷以及兴

义万峰林、马岭河大峡谷等景区，整体打包成旅游综合体，形

成资源共享，发展安顺旅游经济。让黄果树这个大旅游圈成为

安顺乃至全省旅游业的“幸福圈”。

自然自在的黄果树已准备好新的容装，笑纳四方游客。别

忘记，瀑布那边是我们的家园。

冬日的天空总是灰色的，不过，行走在滑石哨蜿蜒的石阶

中，熟透了的绿衬着古老的灰，反倒让人更加欢喜。

这是一个只有 60 户人家 256 人口的布依村庄， 村口一

颗两千多年树龄的大榕树，根深叶茂，气势非凡，需要十几个

人手拉手才能合抱。村子里，灰白色的石板建筑在绿树丛中格

外醒目。 从寨子中穿行而下，只需几分钟的路程，便听得见汩

汩的水声，隔着梯田望去，著名的螺丝滩瀑布映入眼帘，丛山、

田野、水流、树木，叠落成一幅天然的画面。

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还是《西游记》、《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

春》、《秋水长天》等影片的拍摄选址地。

据滑石哨村民组组长伍仕华介绍， 滑石哨是距离大瀑布最近的

村子，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有“天下第一布依村”之称。

然而，由于没有规划、没有管理、没有产业、基础设施不完

善，游客并不在这里逗留，村民们只能“望景兴叹”，守着富裕

的山水过着并不富裕的日子。

一路走走停停， 遇到不少正在忙碌的建筑工人。 休闲广

场、乡村酒店、三星级公厕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正在紧锣密鼓地

展开，原本宁静的村寨此刻多了几分热闹。 据了解，“五.一”黄

金周前， 这里展现在大家面前的将是一个环境优美、 设施齐

全，集乡村旅馆、农家乐、布依手工艺品制作销售等为一体的

的布依族特色旅游村寨。

显而易见，滑石哨正在脱胎换骨！

新生的滑石哨，有一个很闪亮的称谓———“活着的”布依

族文化博物馆。

而滑石哨的改造，只是黄果树建设“和谐家园”的一个缩

影，肩负着同样使命的，还有石头寨、郎宫村、石新村、石汪寨、

洒把村等 5 个村寨。

这 6 个村和黄果树发生了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黄果树景区不等于瀑布， 瀑布作为黄果树的核心吸引

物， 其单纯的观赏性已难以满足游客多方位游乐需求的，因

此，依托景区周边村寨，打造融民俗文化、民族特色与休闲旅

游产业为一体的‘大黄果树’，强化村寨之间体验丰富性和功

能互补性，形成辐射整个景区的游客服务网络，是挖掘景区潜

能、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品质的一项重大举措。”黄果树党

工委副书记、 旅游集团公司董事长吴晏明掷地有声的告诉我

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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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处繁华都市，你一定想过有那么一个时候，坐在田脉中，闻着乡土的芳香，仰望满天星斗，什么也不想，什

么也不做，任时光浪费；辗转尘世负累，你一定想过有那么一个地方，没有喧嚣、没有争吵、没有压力，只有最自然

的山水，最自在的心情……

把黄果树建成全世界游客在贵州的家！ 几个月前，一场建设和谐家园、做大旅游圈、实现同步小康的帷幕在

黄果树大瀑布的景区拉开，由此，一个家的概念开始升华、开始饱满、开始舒展在我们的视线中,不久的某个时候，

你就能走到那个地方，静静享受家的最本味。

本报记者 吴爱民 张 倩

自然自在黄果树，

亦诗亦画石板寨。

夜深寻得农家去，

几处蛙声入梦来。

瀑布那边是我的

家

6个村落与“1棵树”的融合

镜头回放到去年：

2012 年 10 月， 安顺市委书记陈坚率队到黄果树风景名

胜区调研，强调要把景区发展与群众致富结合起来，实现景区

与当地群众同发展、共致富。

11 月，市委、市政府作出“黄果树和谐家园示范工程”建

设的战略部署，由 6 位市领导亲自挂帅，统筹协调市直有关部

门对“黄果树和谐家园示范工程”涉及的 6 个村寨进行帮扶，

并整合全市力量，筹措资金 4180 万元启动了工程建设。

随后， 市规划设计院和市建筑设计院完成 6 个村寨的建

设规划和石新村、石头寨村、洒把村、大坪地村、滑石哨等 4 个

村寨的施工设计。组建驻村工作小组、宣传发动、调查摸底、控

制违章建筑、环境卫生整治、项目设计、村庄整治，一系列的工

作，正快步挺进。

可以露营的石头寨、“热带河谷”郎宫、“活着的”布依族文

化博物馆滑石哨、舌尖上的洒把村、“生态餐饮”石新寨、“田园

休憩”石汪寨……6 个特色村寨，融入了民俗文化、强化了村

寨之间的丰富性和功能互补性，鲜明的主题引人入胜，家的温

馨让人神往。

来到“和谐家园”另一个示范点石头寨，河水清澈见底，石

屋层层叠叠，有的房门朝向一致，一排排并列，有的组成院落，

纵横交错。 杨柳下、河溪边，不少新婚小夫妻正摆着恩爱的姿

势拍照，不远处的鸭子、农犬自得其乐，恰如一幅恬静的山水

画。

村支书伍文顺告诉记者，石头寨地势平坦、环境优美，有

着传统的民族风情，享有“蜡染之乡”的美誉，是一块宝地，但

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不成规模，很多资源没有利用起来，游

客到这里来吃烧烤、拍照，远远不能带动石头寨的经济发展。

“石头寨人多，地少，大部分人都外出务工了，现在大家都期望

和谐家园能早日建成，就可以坐在自家门口做生意赚钱了。 ”

伍文顺说。

“建设‘和谐家园’是市委、市政府实现同步小康目标的一

项重要落实措施，6 个村寨作为建设和谐家园的模式，将具有

景区与周边村寨共生共融、和谐发展的意义，文化产业与旅游

产业深度融合的标杆意义， 以旅游产业带动区域农民致富的

创新意义，西南民族村寨的特色保护与文化抢救示范意义，实

际上要真正完成整个建设项目，大约需要 2 个亿的投入。 ”黄

果树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为我们作了详细的诠释。

据了解，“和谐家园”的建设将通过八大要点的统筹结合，

进一步促进景区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 把示范村

打造成风格各异、特色鲜明，具备独立接待能力且功能互补的

特色村寨，最终形成辐射整个景区的游客服务网络。

这是一片血脉相连的土地， 这是一个自然与人共融、共

享、共荣的家园。

2个亿和 1个家的故事

2013 年 1 月 14 日， 黄果树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北

京全国人大会议中心隆重举行“2013·我们要去黄果树”旅游

产品推介会。

会上， 黄果树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黄果树未来发展

方向、市场定位进行了全面阐述，并着重对“自然·自在黄果

树”的推广词进行了深度剖析，即游客到黄果树感受自然的山

水、体会自在的心情。 同时，承诺景区全体员工将以“诚信、务

实”的态度做好一切服务。

好一方自然的山水，好一份自在的心情。

看看瀑布激起的水帘，可想起“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

雨细如愁”的诗句？流连在白水河边的石头寨，可记起“留连戏

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的古篇？ 把自己放逐在滑石哨的

榕树下，可生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暗喜？

“自然自在黄果树，这是黄果树景区展示给世人的新形象、新

内涵，更是黄果树所有干部员工将不懈努力追求的一个目标。 ”

华灯初上时，我们走进屯堡酒店，一路曲径通幽、草木依

依，金戈一般的路灯泛着古铜色的光，将静谧的 44 栋小别墅

映衬得格外优雅，游泳池边七彩的光和着一株株的灌木，如同

童话中的小世界。嗒叮酒吧里的红烛旁，每一张微微的笑脸都

告诉我们这里是最自然和最自在的地方。

“黄果树要留得住游客，不仅仅要靠良好的自然生态和山

水风光，还要依靠这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依靠我们深度的

挖掘、优良的推介、贴心的服务。”黄果树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自然是指现有的山水，自在则是一种人文带给游客的视

觉和心里感受。 如今，黄果树的自然资源已尽其用，但人文资

源依然荒芜，没有强大精神支持的黄果树景区，缺乏与游客沟

通的精神窗口， 黄果树本身的强大内涵找不到最适合的释放

出口， 在与游客沟通时， 只是单纯的就瀑布谈瀑布的硬性沟

通，并没有与游客真正的进行情感交流。 ”

“黄果树周边村寨不仅有良好的自然生态和山水风光，还

有独特布依族民俗风情旅游资源。村寨里古朴的建筑、独特的

服饰、布依族的文化、语言，对于游客来说都是真正反应地方

文化的人文景观。 所以，建设‘和谐家园’，让游客们白天看布

依歌舞，吃布依粗茶淡饭，喝布依族自酿的糯米酒，住着石板

房，枕着瀑声入眠。 黄果树才能真正实现留住游客的目标”。

有这个对“自然自在黄果树”的追逐，我们相信，“和谐家园”的

未来不是梦。

1个团队的追逐与 1句广告词的意义

1个旅游圈和 1条旅游线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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