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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视阈下民族地区旅游脱贫策略初探

——基于贵州省 P 市 N 乡的个案研究
*1

杨阳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精准扶贫作为运用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等

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的治贫方式，为民族地区在“十三五”时期通过旅游开发实现全面小康具有珍贵的现实意

义与指导作用。立足于精准扶贫视阈，深入分析 N 乡个案并尝试为民族地区的旅游脱贫策略进行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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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11 月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2015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省，强调要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 2020 年如期脱贫，并

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作为有别于传统扶贫的精准扶贫，是主张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

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

在新常态面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诸多的不便与阻碍，而坚决实现该目标的难点在于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贵州省 P 市

既是三线建设下塑造的一批典型的资源型工业城市，又是苗、彝等多民族的聚居地，资源型工业城市的转型压力与民族地区的

贫困现实共同制约着该地区的发展。麻国庆（2013）曾提出“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生态文明的多样性遭受了严重侵袭，族群的

文化体系也在随之转变。由于生态问题与发展、扶贫等问题的紧密联系，工业化背景下的生态文明也正是一场文化的再造”。

伴随着《“十三五”规划》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以及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民族地区迎来了旅游开发上前

所未有的机遇。但是企盼通过“民族文化旅游”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实现转型发展、全面脱贫，依然有较多困难，大

部分这些困难又是以 N 乡为代表的广大民族地区都会遭遇的。为此，笔者立足于精准扶贫视阈并以 N 乡旅游开发做个案研究，

尝试为民族地区的旅游脱贫策略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1 N 乡概况与扶贫工作

1.1 N 乡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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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P 市 N 乡位于六枝特区西北部，地势呈东南低、西北高的阶梯状。东与 Z 县相邻、西与 S 县接壤、北抵 Y 县，南

面和东南面分别与 X 乡、S 乡隔河相望。全乡平均海拔约 1450m，年均气温 13.5℃，年均无霜期 265 天，年日照时长约 1300 小

时，年降雨量约 1380 毫升。全乡下辖 9 个行政村 121 个村民组，境内居住着汉族、苗族、彝族、回族、仡佬族、布依族等民

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数的 40.7%。全乡目前总户数 7166 户 25197 人，其中农业人口 24396 人，少数民族 10862 人，农

村劳动力 12378 人。

产业结构上，以农业（种养殖业）为主，主要农业作物为辣椒、玉米、土豆；全乡境内除一处因修建通村公路需要而建立

的砂石厂外，无矿产资源开发产业，缺乏有规模的工业及加工工业存在。自然环境保育较好，旅游资源主要由自然风光和民族

风情组成，自 2015 年黔中枢纽水利工程建成蓄水以来，全乡被乌江上游的三岔河、拦龙河四面环绕，形成了一座 83.1 平方公

里的“岛屿”（其中，耕地面积 47061 亩，地土层平均厚度超过 40cm，林地面积 44013 亩，森林覆盖率 51%），西部第一内陆岛

的美誉为 N 乡带来了新一轮旅游发展机遇。

贫困程度上，N 乡现有总户数 7166 户 25197 人，作为纯农业贫困乡，所辖 9 个行政村均为贫困村，共有贫困户 2193 户

6417 人，其中一般贫困户 1002 户，3873 人；低保户 1124 户，2473 人；五保户 67 户 71 人，全乡贫困发生率为 26.3%。因

此，虽然依托于黔中枢纽水利工程的建设，库区经济效益却难以提升。

1.2 N 乡的扶贫工作

1.2.1 精准扶贫现状。据《N 乡扶贫开发工作成效》显示，截至 2015 年底，全乡脱贫 205 户 710 人，尚有贫困人口 2193

户 6417 人。对于尚未脱贫的人口，乡政府拟通过务工带动 183 户 1167 人，发展山地产业带动 1572 户 3109 人，民政对于低

保户兜底 435 户 2141 人。针对当年因病因灾致贫的农户，通过合作医疗、大病统筹等方式进行保障，降低其受害程度。

根据调研情况得知，针对当前全乡贫困情况，有关部门将按照“六个到村到户”的精准帮扶要求，结合 N 乡实际情况，从

乡选派干部组成驻村工作队到 9 个行政村；同步小康工作队从市选派干部任扶贫工作组组长，驻村干部、村干部、同步小康书

记共同进驻 9 个村。预计通过各单位选派的干部与农户实现结对帮扶，全乡规模预计在 1002 户 3873 人（除低保户、五保户）。

1.2.2 精准扶贫工作成绩。由于缺乏工业支撑，N 乡发展较周边乡镇更为滞后，为全省特困乡。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工

作的开展，全乡正在逐步摆脱“扶贫效果欠佳，人民生活水平止步”的情况。具体说来，在精准扶贫工作上，全乡有以下工作

成绩：首先，抽调干部职工、村两委干部、同步小康组成员共同组成驻村工作专班，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逐一对扶贫对象的

具体情况进行识别认定，全面核对把关，为贫困人口建档，实现精准检测。其次，科学调整产业结构，基于农业乡无工业的特

点，大力引进和发展以茶叶、刺梨、核桃、辣椒等为主的特色农业，并在资金、技术、用地规模上帮助农户争取上级部门的支

持。据《N 乡扶贫开发工作成效》显示，目前受益农户规模已达到 4876 户 17066 人，覆盖所有 9 个行政村。

2 N 乡的贫困成因分析

（1）人口分布散乱，难以集中扶贫。N 乡现在尚有贫困人口 2193 户 6417 人，贫困发生率为 26.3%，数据上贫困发生率不

高的背后，是居民的刚刚迈过贫困线又极易返贫的现实。同时，由于 N 乡受高坡、半高坡地带与喀斯特地形影响，各行政村之

间虽有通村公路连通，下辖的村民组却分散在不同的山头，且各村民组人口数量相差巨大，使得大型扶贫项目难以选址、落成

并实行集中扶贫。

（2）自然灾害频发，容易造成返贫。对于刚刚迈过贫困线的家庭而言，其脱贫主要原因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较高，

在外务工两三年的积蓄即可回家修屋盖楼，实现基本脱贫。而缺乏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家庭，则只能依靠小农种养殖维持家庭的

收入。就返贫因素来说，外出务工家庭主要受工伤意外事故及留守亲人亡故影响；在乡务农家庭，生活条件较为困难且受自然



3

灾害与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影响更为直接，这些情况都极易造成类似家庭的返贫。

（3）农户体质较差，丧失劳作能力。全乡无脱贫能力的人口中，有丧失劳动力的五保户家庭，也有聋哑人、癫痫病患者、

残疾人、智力障碍人等，他们已基本丧失劳动力。在以农业为主要产业，脱贫也主要依赖于农业改革的 N 乡，这部分人由于较

差的体质，在脱贫工作中基本上只能依赖于家人和政府的关怀生存，难以实现劳动脱贫。

（4）整体发展滞后，脱贫难度艰巨。N 乡作为贫困乡，对相关产业的扶持能力较弱，自身整体发展的滞后严重制约着脱贫

工作的进行，加大了扶贫工作难度。由于曾经交通闭塞、无工业支柱等因素影响，特区极少有发展项目会投放到 N 乡，从而加

剧了项目匮乏的现状，致使到目前为止全乡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经济总量不大。

（5）民生事业薄弱，脱贫缺乏保障。N 乡目前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依然不足，农村教育设施薄弱，辖区内有中学一所、

小学九所、幼儿园一所，拥有编制教师 21 人，初中在校生 356 人，小学在校生 625 人。多数村小学及教学点无校舍或校舍条

件简陋，师资力量薄弱。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困难，不少村级卫生所设备简陋，甚至缺少专业医生与药品，使得脱贫工作在

基础设施上难以得到保障，以至于返贫概率较大，脱贫保障工作困难。

3 N 乡的民族旅游开发困境

在黔中枢纽水利工程建成、蓄水后，依托于优美的自然环境与淳朴的民族风情，N 乡正努力转变发展思路，尝试以民族旅

游作为“十三五”时期提振全乡经济、实现全面脱贫的发展道路，并在六枝特区政府的鼓励下推选出全乡 40 个旅游资源（包括

自然、人文），力争获得新一轮发展机遇，触摸旅游经济红利。

为此，笔者以“NC008——平寨村歪梳苗风情”等 5 个 N 乡向特区申报的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调查、整理相关

资源的存续现状，笔者基本认为 N 乡歪梳苗文化等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具有文化内容丰富、本真性较强、开发程度低等特点，

是一笔珍贵的民族文化资源。但是，N 乡在接下来的发展规划上若依靠于旅游开发，则需要考虑以下五个开发困境带来的限制：

（1）改造规划滞后，民族符号缺失。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虽然出于对居民

住房安全的考虑，2000 年以来 N 乡对茅草房进行了专项改造，将存在安全隐患的旧茅草房全部推到重建。但是，在实行这一政

策的同时由于规划工作的滞后，缺乏对当地传统民居结构、居住模式资料的整理、保存，对传统苗族民居代表的文化内涵更是

缺乏梳理。目前，全乡民居建筑基本为现代风格的砖瓦结构或混凝土结构，村民所述具有当地民族特色的茅草房和干栏结构房

屋几乎绝迹。除反映民族文化的特色建筑以外，包括服饰、饮食、节庆等民族文化符号，在相对滞后的改造规划面前，也极易

被判定为落后文化而遭遇到全盘否定。

（2）经济基础薄弱，文化需求不足。根据 2011~2015 年《N 乡政府工作报告》披露的数据，截至 2015 年 N 乡的农村居民

人均年收入较 2011 年已实现翻倍，但仅达到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的一半，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仍然明显。根据马斯洛需求

层次理论，生理需求、生存需求属于基本需求层次，而文化需求属于高层次的需求，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才会带动文化需求的提

高。为此反应出来的是手艺较好的歪梳苗工匠因温饱问题，常常被迫放弃传承苗族技艺，日常生活中对于民族文化的需求显得

不足。

（3）缺乏对外交流，文化自觉缺失。由于历史的原因，苗族人民对于安全的认识逐步固化为“处于隐蔽环境中就是安全”，

造成了苗族多分布在对外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恶劣的生存条件和文化交流的缺乏等原因，N 乡歪梳

苗在产生了独特文化的同时，生产力水平相较于外界来说仍显得较为落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居住在山

区的苗族人民对外交流也愈加频繁。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当地居民发现了大量优于本民族惯习的先进文化，这些文化促进了

当地生产力的进步，也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物质生活。在强大的文化冲击之下，当地居民对民族文化日渐丧失自信，因而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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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传承也遭遇了困境。随着少数民族人口文化自觉的缺失，民族文化承载的内涵也在日渐褪色，而民族文化作为民族的符号，

缺乏民族文化自觉的地区又何谈文化旅游开发。

（4）生计方式改变，存在传承断层。N 乡苗族世代以山地耕牧为主要生计方式，属于相对闭塞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由于

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双重局限，农业生产效率十分低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封闭的生活环境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

人们对于经济利益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深。因此，外出务工、脱农入工等生计方式逐渐取代传统农业生计，成为家庭收入的主

要来源。此外，退耕还林、封山育林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减少了耕地面积，迫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前往经济发达地区务工。而由于

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文化传承失去了承接对象，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族文化传承的人口结构断层。

（5）沿袭方式固化，传承场域单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一些民族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意义上

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正不断受到冲击。民族传统技艺的输出、民族文化的传承基本上是在特定的民族内流动和延续，所呈现的

情况包括族群内传习、家族内传习、师门内传习等方式，反映出来的现象就是沿袭方式固化，传承效率低下。此外，偏远民族

地区的民族文化在沿袭方面，有一个共同的局限性，即传承场域单一。基本上所有的民族文化传承都滞留在传统的场域内，而

对于手工业一类可以推广学习的民族文化，却又少有人致力于其中。

综上所述，由于先期开发时缺乏科学规划，加上经济实力弱、文化需求低，导致在主流文化的冲击下，青少年一代少数民

族的文化自觉缺失更加严重。同时，外出务工人员增多等情况在造成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一类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制造了民族

文化的传承断层。自身民族文化符号缺失、自信不够、需求不足，将成为以 N 乡为代表的一批民族地区后起乡镇在保护、传承、

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过程中，面临的重要发展困境。

4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对策建议

民族地区后起乡镇能够意识到自身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实现精准发展、发挥后发优势是立足于“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

步入新常态的观念进步，也为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创造了希望。针对广大民族地区尝试通过民族旅游开发实现地

区脱贫的夙愿，有关部门在旅游规划与开发的过程中，务必正视旅游经济效益、注重民族文化符号的追寻、注重文化本真性的

展现。在此，笔者在精准扶贫的视阈下为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思路提供以下对策建议：

（1）贯彻精准精神，正视旅游经济。为确保贫困人口到 2020 年如期脱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应当认真

贯彻“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的精准扶贫工作精神。要在坚持专项资金、结对帮扶等现有扶贫工作方式的

基础上，根据精准扶贫精神构筑扶贫战略，开展旅游扶贫。同时，从民族乡镇一级开始细化发展数据的统计工作，保证发展过

程中的精准监控、精准评估。不能盲目追求旅游经济红利，要正视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情况、旅游资源富集情况，科

学地制定旅游规划、布局旅游产业设置、合理估量产业规模，防止出现旅游返贫的情况发生。

（2）注重民族元素，践行科学规划。针对过去由于乡镇规划滞后，造成民族符号缺失、失去地区特色的情况，今后民族地

区的旅游开发应当敢于展现民族文化元素，落实《“十三五”规划》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践行住建部关于特色小镇培育的

工作。加快乡镇内部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度，特别是通讯网络建设、交通道路建设、景观设计建设等。对于乡镇、村寨的文化符

号缺失问题要予以重视，对于民族文化的本真性要注重原生展现，对于民族文化的价值要注重持续挖掘。

（3）拓宽资金来源，设立民族基金。在“十三五”时期的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进行民族旅游开发，要善于运用新思维解决问

题。针对最为困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发展的资金问题，要敢于运用“互联网+”的思维从互联网经济当中筹集发展资金，结合

土地入股、技术入股、文化入股的多元出资模式解决资金难题。此外应当设立民族基金，从每年的乡镇旅游收入中转移一部分

收入到民族基金当中，用于特困户、五保户脱贫问题，用于农村民族学生的升学，用于缓解返贫家庭的资金问题，让旅游经济

的红利更多的作用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刺激文化需求的增加。



5

（4）依托地区协作，发挥后发优势。民族地区后起乡镇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要善于走出去、邀合作，从视野上摆脱曾经

缺乏对外交流的困境。要认清自身的资源富集情况、旅游承载量、景点知名度等现实问题，加强与周边较发达地区的景区协作，

密切对外联系，借助辐射带动作用更好地发挥后发优势，实现高效追赶。除了旅游项目协作外，还应注重构建跨领域、跨产业、

多元社会主体并行的地区协作机制，巩固后发优势。

（5）普及法治教育，注重知识产权。加快民族地区法治建设，加强民族地区的普法教育，提高民族人口的法律意识，是有

效规避地区发展过程中土地、房屋、文化产品等标的物遭遇侵权行为的有效预防措施。应当注重普法教育，增强少数民族人口

的知识产权意识，鼓励通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利、商标等项目的途径对民族文化传承提供必要保护，对民族共有的资源

带来法律保障。

（6）扩展传承场域，培养文化自觉。对于民族文化，评价要科学、诠释要客观、研究要跟进，努力在民族旅游产业发展的

同时，加快完善产学研体系的构建。在扩展民族文化传承场域的工作上，首要原则是尊重民族同胞的意愿，保持民族文化的本

真性，不能欺瞒、扭曲民族文化的传承工作。诸如民族工艺、戏曲、舞蹈、历史故事等属于全民族共享的文化财富，应当积极

扩展到家庭、村寨以外的场域进行沿袭、传承。注重发挥农村素质教育的力量，将民族文化引入第二课堂，让少数民族人口可

以重拾文化自信，培养文化自觉，填补传承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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