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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精准扶贫是一种无烟、低污染的扶贫方式，是一种“输血式”扶贫，同时也是一

种以发展产业为手段的“造血式”的扶贫。研究六盘水市旅游精准扶贫现状及开发条件，进行识别

分析，有助于我们改善精准扶贫措施。

【关键词】：旅游；精准；扶贫；现状；开发条件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六盘水地区是集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为一体的贫困地区，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近几年，六盘水市凭借天

然的气候优势以及旅游景点，旅游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促进片区经济发展及带动当地居民脱贫致富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六盘水市旅游精准扶贫现状

六盘水市实施“三变”以来，有关部门和地区运用了“三变”的一些成功经验，巧妙的将旅游扶贫和精准

扶贫尝试结合在一起，开始探索旅游精准扶贫的举措。

六盘水结合山地资源优势、气候资源优势，把生态建设与人文环境、生物多样性相结合，围绕打造“山地

公园市”目标，引导村集体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风光、风物名胜、古树名木等资源折算价值后入股景区景点企业

参与分红，并就地就业，实现农村变景区、农舍变宾馆、农民变导游。如 ：盘县妥乐村把古银杏树入股到旅游

公司，“林权变股权，银杏变资产”，农民既能从公司门票收入中获利，又能通过出售自家的银杏果增收，最大

限度地盘活了 1451 棵古银杏树独特资源，真正把银杏树变成“摇钱树”。目前全市共有 30 余处自然风光入股

旅游企业。规划建设了梅花山、野玉海、牂牁江、乌蒙大草原等山地旅游景区景点，“无中生有”打造了玉舍、

梅花山、云海乐园 3 家高山滑雪场，按照旅产一体化标准建成了 175 个旅游村寨，全市旅游接待游客从 2010

年的 444.38 万人次增长到 2015 年的 1250 万人次，年均增长 35.3% ；旅游总收入从 30.9 亿元提高到

73.82 亿元，年均增长 47.4%，2014 年以来，通过旅游业直接带动 12 万贫困群众增收，其中脱贫 0.8 万人。

2 六盘水市旅游精准扶贫开发条件识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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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扶贫是在旅游资源较为丰富的贫困地区（欠发达地区），通过扶持旅游业的发展，以达到扶贫的目标，

因此，旅游扶贫的实施具有明确的适用条件，并非所有的贫困地区都能开展旅游扶贫，要因地制宜和量力而行。

2.1 资源条件分析

六盘水市市中心城区拥有一批优质的旅游资源。有明湖湿地公园、天生湖景区、明硐湖旅游综合体、凤池

园、动物园、上、下钟山、荷城古城、以朵影视文化城、德坞儿童乐园、月照、大河乡村旅游区，三线建设博

物馆以及丰富的工业旅游资源，尤其是两个独具特色的大滑雪场，等等。

我们六盘水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六盘水市气候凉爽，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春秋相连。专家们通过检索中国 730

多个气象站点的观测数据，与全国 17 个避暑胜地对比，六盘水市夏天的人体感觉舒适程度占明显优势，夏季

平均气温不超过 20℃，是消夏避暑的胜地。2005 年 8 月，中国科学院、国家环保总局、中国气象局的有关专

家，通过观测和探测实验，对六盘水市夏季气候特点进行科学分析，认为这里夏季“凉爽舒适，滋润清新，紫

外线辐射适中”，具有唯一性，可称“凉都”。六盘水连续多年获得“十佳避暑城市”的称号，“十佳绿色环保标

志城市”称号，全国“大学生十佳旅游目的地”，入选“中国特色魅力城市 200 强”。

此外，六盘水市境内有 44 个少数民族，民风淳朴，又因地理条件，极大的保留了少数民族的特色节日，

平均每三天过一个节日，如此，六盘水可算得上全国节日最多的地方了。

结合六盘水本地的水土、气候特点，六盘水人逐渐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休闲饮食资源，六盘水羊肉



粉与烙锅洋芋是其典型代表。荷叶糯米鸡，螺蛳鸡，水城砂锅，沓哨馄饨，恋爱豆腐果，凉粉等等满足了游客

与市民美食、休闲的愿望。

2.2 配套条件分析

2.2.1 城市基础设施。城盘水市区位大交通优越，境内小交通改善迅速。六盘水市基础设施。六市地处川

滇黔桂结合部，是国家国土资源开发规划确定的“攀西——六盘水资源综合开发区”及“南贵昆经济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有“四省立交桥”之称。境内贵昆铁路、株六复线横贯东西，南昆铁路、内昆铁路、水柏铁路南

北连接，拥有西南较大的铁路编组站——六盘水南站，形成了西南地区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十二五”期间，

六盘水共建成 329 公里城市道路，比“十一五”期间综合交通新增 114.7 公里。随着十二五期间六盘水支线

机场的建设使用，贵阳至广州、昆明、成都、重庆等一批快速铁路、高速公路的修建，六盘水与上述城市距离

缩短，相同时间内客源范围扩大。此外，黔中水利、北盘江流域等重点水利工程（水域航道）也正在筹建中，

交通的改善和优化将极大的促进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我市众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成为

可能。

2.2.2 城市公共服务。“十二五”时期六盘水市教育、医疗卫生事业都取得不错的成绩。教育事业加快发展。

压缩行政经费 3576 万元用于教育“9+3”计划，投入 23 亿元实施各类教育工程项目 207 个，建成公办幼儿

园 36 所，实现乡镇中心幼儿园全覆盖 ；完成 58 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全面改薄”标准化项目建设 ；高中教

育城、以朵职教城、六盘水师范学院二期、市民族职业技术学校、市电大二期建设加快推进。

卫生计生事业大力发展。出台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意见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系列配套文件，凉都医院加

快建设，市妇幼保健院改扩建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启动实施市人民医院全科医生培养基地等项目建设，建成乡

镇卫生院 40 个、村卫生室 257 个 ；切实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监管，继续巩固和完善新农合制度，农民参合

率达 99.12% ；

2.2.3 城市社会发展。民生保障不断加强。“十件民生实事”63项工作全面实施，完成投资 50.6 亿元。“千

企帮村”成效突出，新增帮扶项目 79 个、帮扶资金 6368 万元 ；搭建大数据“三变”信息平台，融入省“扶

贫云，开通“扶贫专线”。完成 11 个贫困乡镇“减贫摘帽”、50 个贫困村“整村推进”，减少贫困人口 12 万

人。就业创业稳步扩大。完成职业技能培训 24382 人（其中“11 技能”培训 11957 人），城镇新增就业 9 万

人。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制度，城乡低保、基本医疗、基本养老等保障标准不断提高。

统筹推进城镇保障房、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和小康房建设，实施棚户区改造 76527 户

（城市棚户区 75851 户、国有工矿棚户区 676 户），实施保障性住房 4378 套，实施农村危房改造 29000 户、

小康房建设 2500 户，保障性安居工程考核排名全省第二。

“平安凉都”建设深入推进。安全形势稳步向好，在全省率先构建“五级五覆盖”责任体系，安全生产事

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连续五年实现“双降”。全市人民群众安全感排名从去年全省第九位提升到第六位，满意度排

名从全省第九位跃升到第一位。

2.2.4 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为旅游业注入了发展动力。六盘水经过 40 多年的开发建设，已

初步形成了以煤炭、钢铁、电力、建材四大支柱产业为基础的能源原材料新兴工业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为

旅游发展提供强大的财力支撑和保障。



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发展基本面保持良好态势。2015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 1201.08 亿元，增长 12.1%（同

比，下同）；公共财政收入达 130.26 亿元，增长 1.18% ；公共财政支出达 257.17 亿元，增长 14.4% ；2000

万元以上工业增加值达 490.71 亿元，增长 10% ；固定资产投资达 1682.37 亿元，增长 25.9% ；招商引资实

际到位资金达 741.72 亿元，增长 21.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292.72 亿元，增长 12% ；金融机构存贷

款余额分别达 976.8 亿元、779.74 亿元，增长 19.5%、11.2% ；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23327 元、7522 元，增长 10.2%、10.8%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2% 以内 ；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 80.8% ；

提前完成省下达我市的节能减排任务。

2.3 客源市场条件分析

2.3.1 本地及周边市民旅游需求，最现实的客源基础市场。旅游专家研究发现，根据国际规律，人均 GDP 达

到 1000— 3000 美元的发展阶段，旅游进入了大众时代，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均 GTP 达到 3000

— 5000 美元，将进入休闲消费、旅游消费的爆发性增长期，旅游将出现“井喷”现象。

据统计，2015 年全国人均生产总值已达 8016 美元，贵州 4806.78 美元，六盘水也突破 6691.16 美元。

六盘水作为贵州西部百万人口大城市发展目标已经确定，十一五经济快速增长，市民收入稳步提高，国家

节假日的调整和带薪休假制度的实施，广大群众强烈的休闲旅游需求已经显现，并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十二五期间六盘水本埠及周边辐射的威宁、赫章、纳雍等地，预计旅游潜在客源有 50— 100 万人。这是

我市旅游业发展最现实的客源基础市场。

基础市场对应的旅游产品类型 ：

●乡村旅游产品 ；

●以观光为主的复合型旅游产品 ；

●休闲娱乐型旅游产品 ；

●城市游乐型主题公园。

2.3.2 避暑休闲度假旅游需求，永久的核心目标市场。（1）休闲度假旅游需求。我国旅游业在经历了 20 多

年以观光为目的的初级发展阶段后，休闲度假式旅游及其商业性旅游已逐渐成为旅游消费的主流和国内旅游发

展的主要方向，休闲度假产业真正进入了“掘金时代”。未来 10 年中国将进入休闲旅游时代，全国各地均具有

较大的休闲度假旅游需求。（2）避暑度假旅游需求。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节假制

度的完善，避暑度假旅游成为现实。六盘水周边 500 公里范围的成都、重庆、长沙、武汉、宜宾等大中城市，

夏季是典型的“火炉城市”，有着强烈的避暑旅游需求。十二五期夏季避暑旅游潜在客源预计 300— 350 万人。

这是我市以夏季凉爽的气候优势，打造“中国凉都”品牌，建设避暑度假旅游目的地永久的核心目标市场。

核心市场对应的旅游产品类型 ：

●森林避暑度假旅游产品 ；

●康体运动度假旅游产品 ；

●水域峡湾度假旅游产品。

●风景名胜休闲度假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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