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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内全域旅游模式研究 

——以贵州六盘水市钟山区为例 

孔维虎*1 

(中共六盘水市钟山区委党校,贵州六盘水553001) 

【摘 要】: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突破城乡二元结构

的重要战略举措｡ 城乡统筹需要在各个领域全面推进,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城乡统筹和旅游发展均

是由许多要素通过彼此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系统,两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关系,二者的耦合协调

发展意义重大｡ 目前,在城乡统筹和旅游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是以全域旅游来推动城乡统筹的较少｡ 截止

2015年,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中的区县市提出“全域旅游”发展计划或实施方案,譬如浙江､ 山东､ 福建等地的全

域旅游都有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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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1.1 现状 

绍兴最早在2008年提出“全域旅游”,通过《绍兴全城旅游区总体规划》推动5A级景区的创建｡但迄今为止,由于地域的特殊

性,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的模式可以参考｡全域旅游发展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是针对传统旅游行业,以及旅游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变

化､新问题､新趋势进行的系统创新｡从体制观念､产品观､产业观､服务观､营销观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 

钟山区是六盘水市辖的县级行政区之一,总面积478.99平方公里,居住着汉､彝､苗､白､布依､仡佬等31个民族,常住总人口

60.68万｡处于滇东高原向黔中高原过渡,黔西北高原向广西丘陵过渡之梯级状大斜坡地带,属北亚热带季风温暖湿润气候区,是

“中国凉都”的城市中心,年平均气温13-14℃｡境内自然风光绚丽多彩,奇山､秀水､怪石､异洞,与人文景观浑然一体,形成独特

的贵州西部喀斯特瑰丽奇观｡钟山区位于川､滇､黔､桂结合部,贵阳-昆明两大城市中心点｡钟山区地形地貌独特､自然资源丰富｡

作为三线基地,钟山工业基础相对雄厚｡ 

钟山区在2015也提出了全域旅游的战略思路,紧紧围绕钟山区域内全景化体验､全时化消费､全业化融合､全民化共享,以

“三变改革”为载体,通过“全民共建+全民营销+全民共享”,构建景区泛化的“大旅游”､市民休闲的“大市场”､产业升级的

“大产业”,较好地统筹旅游产业与旅游事业的协调发展｡钟山区结合“三变”改革,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创新出了很多有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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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中部的全域旅游模式｡ 

1.2 全域旅游的发展 

当前,旅游业发展已进入全民旅游和以个人游､自助游为主的新阶段｡传统的以抓点方式为特征的景点旅游产业模式,已不能

满足现代大旅游发展的需要,要求我们对旅游发展战略进行再定位｡在景点旅游模式下,封闭的景点景区建设､经营与社会是割裂

的,有的甚至是冲突的,造成景点景区内外“两重天”｡县域内全域旅游研究就是要改变这种格局,将一个小区域作为功能完整的

旅游目的地来建设､运作,实现景点景区内外一体化,做到人人是旅游形象､处处是旅游环境｡ 

为何越来越多的县市热衷于全域旅游概念,这么多的县市提出全域旅游概念,是不是都适合,什么样的县市又适合全域旅游

发展战略,又该走什么样的模式路线｡这个是大家一直思考,需要提炼总结的课题｡ 

2 钟山区旅游发展模式 

钟山创新“旅游+三变+扶贫”模式,把一产､二产､三产融合发展,打造国际标准旅游的休闲度假城市,走“生态—休闲､养生

—度假—避暑”的路子｡ 

 

聚焦全域旅游,在倾力打造好梅花山､水城古镇､月照养生谷､大河堡､凉都国学馆､高峰坝､韭菜坪等精品景区,为群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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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改革提供股权平台的同时,结合贯彻落实省委提出的大扶贫战略行动,以国家住建部评选的全国 100个､全省唯一一个农

村污水治理示范区建设为契机,按照“一寨一特､一寨一品､一寨一景”的要求,以区旅游公司为主体,推进全区 228 个 20 户左右

为一个单元格的自然村寨“1+N”提级改造,美丽乡村正成为瓜果飘香的“果园”､幸福生活的“家园”增收致富的“田园”､观

光休闲的“公园”､城市向往的“乐园”｡在改造过程中,旅游公司与农户签订改造协议,公司按 10 万元/户出资改造,农户拿出

30%的房间作为农家客栈由公司统一经营,并对农户进行培训,定期向农户分红,真正实现村寨变景区､农舍变旅馆､农民变导游｡ 

 

3 钟山旅游发展有利资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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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县域内旅游项目的评价影响因素并没有相关的定论｡ 

就钟山区而言,对其影响比较大的有利优势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3.1 区位优势 

一是六盘水市钟山区处在滇､黔､桂三省区边缘结合部,处于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带的中心节点位置,便捷的交通网络和

位置取向,把我区与三个省会城市紧紧地联系起来; 

二是钟山区处于南贵昆经济带西部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六盘水市,这一地区是我国南方最大的煤炭——钢铁原材料生产基地,

比较优势突出,六盘水铁路交通枢纽的建成,使本区成为六盘水､毕节､黔西南三地市的物流中心,成为该地区的区域中心和发展

带动点; 

三是处在六盘水市政治､经济､文化､金融､信息中心城区,有市场､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的比较优势和发展城市经济的良好

条件｡ 

3.2 气候优势 

钟山区属北亚热带季风温暖湿润气候区,气候较为特殊｡按照气象学四季标准划分,则为既无酷暑,又无严寒,常年无夏,春秋

相连,人们常表述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气候宜人”,表现出典型的贵州西部高原气候特征｡对于开展休闲度假和避

暑观光､体育竞技､探险(攀岩､洞穴)与考察等旅游活动十分有利｡ 

气温:年平均温度12.3℃,极端最高温度31.6℃,极端最低温度-11.7℃,最热月(7 月)平均温度24.6℃,最冷月(1月)平均温

度-0.1℃｡ 

降水量:年均降水量1182.8mm,降水量最少月(1月)为17.6mm,降水量最多月(6月)为243.7mm,降水量超过l00mm的月份是5至

10月｡ 

日照天数:年日照时数在1253—1556小时之间｡ 

无霜期:无霜期在230—298天之间｡ 

湿度:年均相对湿度81%｡ 

3.3 旅游资源优势 

3.3.1 名胜风光 

名山—韭菜坪:位于钟山区大湾镇海戛村,山上长有野韭菜,山脊和侧坡上呈现一处处缓平地带,故名｡主峰距中心城西北约

90公里,海拨2900.3米,为贵州省最高峰,素有“贵州屋脊”之称｡ 

3.3.2 喀斯特景观与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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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城溶盆峰林区景观:上钟山､下钟山､凤凰山､石龙､笔架山公园､龙凤地宫､麒麟洞､清华洞､一线天(小三峡)､白鹤景区､

双坝景区｡ 

(2)老鹰山岩溶洞穴地貌景观:神洞迷宫､石河景区､战备油库群､大白崖峡谷､石河水库､天然杜鹃林､石大人山､阴河洞､山间

草甸､坡地牧场｡ 

(3)月照三岔河峡谷溶岩洞穴景观:月照景区､小山峡､月照､小屯､独山､赵家大箐､驼峰山､蟾蜍吞月山､伏狼山､大硝洞､老鸦

洞､仙人洞､猴子洞､跳花坡､电站瀑布､大坝草场｡ 

3.3.3 现代人造景观 

人民广场､明湖公园､清碧公园､人民广场､荷城花园(包含凤池园､麒麟洞)､德坝大桥､铁路南编组站｡ 

3.3.4 民族风情 

民族风尚､民族文化､民间音乐､民间工艺､民族习俗､民族节日｡ 

3.3.5 近郊游景点 

白云山庄､红石榴山庄､桃源山庄､辰峰园､双龙科技观光园｡ 

3.4 客源优势 

基于百度大数据,通过对18个城市做了出游意愿的调查结论显示:近50%的人把夏季的避暑度假作为出游的一个重要的动机,

出游意愿很高;出游花费预算多,消费高,40%的游客在目的地的停留时间很久;出游方式上,近40%的居民倾向和家人一起出游,家

庭游成为避暑旅游的主要出游方式｡ 

钟山区的客源首先来自四川､重庆､云南､两广､江浙等地夏季气温较高的地区;其次,国家对节假日的调整,使得城镇居民家

庭在节假日出游的意愿非常高｡ 

4 县域内全域旅游的几点建议 

4.1 建立健全旅游管理机制 

加强旅游业的综合统筹,建立健全综合协调､联合执法､投诉统一受理､旅游安全综合管理等工作机制或者问责机制｡加大政

府宣传力度,把好资源亮出来,把优质服务拿出来,把从业人员素质提上来,把旅游相关收入升起来｡ 

4.2 大力开发旅游产品 

近年,游客购买的生活类工业品在旅游购物中的比重已高达80%,因此,除了加强旅游纪念品､工艺品､农副产品为主的传统旅

游商品的开发,还要加大生活类工业品等的旅游商品的开发｡利用资源导向和市场导向,打造区域内拳头产品,打造特色购物街､

特色工厂店等｡对游客宣传促销,促进旅游商品的销售,使人们在旅游的时候得到方便轻松的购物享受｡这些都是使旅游购物店､

旅游商业街､旅游购物街呈现景点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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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挖掘地域文化,扩大特色旅游资源,丰富经营形式 

文化是旅游之“魂”｡因此旅游产业的发展,就要看它的文化资源､文化氛围和文化发展水平｡每个地域都有它自身的与众不

同,因此要打好文化这张牌｡比如,六盘水市钟山区就有优秀的“三线”文化,这在其他区域都没有或者是无法比的,就可以在三

线上下功夫,做足“三线”城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高度融合｡ 

4.4 规划城市旅游公交路线 

当前,很多西部县域内公交已经形成网络,但是它的旅游公交线路几乎很少或者没有,根本谈不上网络｡要发展全域旅游,就

要像健全城市公交系统一样发展旅游公交,使游客能够很方便､在旅游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到达旅游目的地｡ 

4.5 协调城市旅游､乡村旅游同步发展 

旅游业是集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的行业关联性很强的综合产业,旅游业在城市与乡村旅游现实中也存在二元差异,它

们各有利弊｡如何利用旅游使之成为纽带,把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破除,形成一个互补体系｡因此,在规划区域全域旅游的时候

一定要关注到这个现实问题｡ 

5 结论 

旅游业是国民经济和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形势下,实施全域旅游战略,是区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区域

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大举措;是遵循旅游发展规律,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创新旅游

发展模式,推动旅游全面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统筹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主要途径;

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增进人民福祉,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抓手;是提升文明法治素养,营造良好

社会风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实施县域全域旅游战略,对于统筹和引领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如期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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