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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乌蒙山区旅游扶贫路径研究1

李树信，张海芹

（四川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旅游扶贫是四川省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乌蒙山区脱贫致富的必然选择。文章通过对

乌蒙山区现状、旅游资源特点，以及四川省旅游扶贫工作开展情况的分析，从景区带动、发展乡村旅游、开发旅游

商品、推进旅游基础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发展乡村旅游合作社、强化人才培训六个方面提出了乌蒙山区旅游扶

贫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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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新一轮扶贫开发，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于新时期经济发展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旅游业是国民经济的综合性产

业，旅游扶贫是国家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一轮扶贫攻坚重要突破口。2015 年 7 月四川省委十届六次全会通过的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中，强调要“发展乡村旅游促增

收。......发挥旅游产业对增收脱贫的带动作用”；2015 年 9 月，在四川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四川省产业扶贫

专项方案》中明确提出实施旅游产业扶贫。乌蒙山区是四川扶贫开发攻坚战主战场之一，旅游扶贫作为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

成为乌蒙山区消除贫闲的必然选择。

1、乌蒙山区概况

1.1区域发展概况

根据《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四川省乌蒙山区范围包括泸州、乐山、宜宾 3个市的合江县、叙永县、

古蔺县、沐川县、高县、筠连县、珙县、兴文县、屏山县 9个县，其中叙永县、古蔺县、屏山县为国家级贫困县，总面积约 16521km2，

占全省的 3.4%，2015年末总人口 396.6万人，占全省的 4.8%，贫困人口 36.3万人，占全省的 9.5%。

乌蒙山区地处四川盆地南缘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陡峻，地形破碎，25 度以上坡耕地占耕地总面积比重大，水土流

失严重，土壤较为瘠薄，适农适牧土地产出低。乌蒙山区是长江上游重要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绝大部分属于国家

和全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

1.2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近年来，四川省乌蒙山区扶贫攻坚进展快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果。2015 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23834 元，相当于

全省平均水平的 64.7%；城镇和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23259 元和 10837 元，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 88.8%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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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城镇化率 34.7%，比全省平均水平低 13 个百分点。但仍然存在基础设施薄弱、基本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尤其是贫闲

村，道路等级较低，部分地区道路坡度大、弯道急、运行能力差；水利设施建设薄弱，资源性缺水、工程性缺水问题突出；教

育设施落后，医疗卫生条件差；主要以传统种养业为主，产业发展水平低下，产业结构单一。

1.3区域旅游资源概况

乌蒙山区旅游资源丰富。自然景观品味独特，拥有兴文石海世界地质公园、福宝国家森林公园、沐川国家级森林公园、画

稿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丹山、筠连岩溶等省级风景名胜区；人文景观多姿多彩，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沐川草龙、古蔺郎酒传统酿造技艺）、大坝高装、苗族蜡染技艺、古蔺花灯、先市酱油酿造技艺，神臂城遗址、僰人

悬棺葬（墓）、春秋祠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尧坝镇、龙华镇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以及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古

蔺县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

2四川省旅游扶贫工作情况

作为产业扶贫工程的重要部分，四川省高度重视旅游扶贫丁作，通过发展旅游实现贫闲地区脱贫致富取得显著成效。近年

来，四川省积极组织向国家申报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启动省级旅游扶贫体制机制创新试点，建立省级旅游扶贫试验区，明确

把旅游扶贫列入全省多个扶贫专项工程之一重点推进。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通过发展旅游带动农民致富的行政村已

超过 5000 个，带动了 10%以上贫闲人口脱贫，惠及贫闲人口达 50 万人以上。尤其是乡村旅游带动群众致富明显，2015 年，通

过发展乡村旅游为 6646余万农民带来人均 786.2元收入，比上年人均增加 81.7元，同比增长约 11.6%；参与旅游扶贫项目的贫

闲户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同期増加 1424.9 元，增长 11.8%，增收速度比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速度快 2 个百分点。党的十

八大以来，还在全省 88 个贫困县集中力量打造出了 6 个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40 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4 个国家生态旅游示范

区、4 个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村）和 1 个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13 个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旅游产业已经成为四川

省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不仅增强了贫困地区的造血能力，还让贫闲群众背靠山水美景吃上旅游饭、摘下穷帽子。

“十三五”期间，四川省将通过旅游扶贫专项规划的引导，鼓励创建一批国家 A 级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和生态旅游示范

区成为旅游扶贫的龙头景区，大力推进旅游扶贫示范区、示范村、达标户“三级联创”，加大贫闲地区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支持力度，探索以旅游资源、扶贫资金等入股参与旅游开发，建立门票分红、生态补偿等利益联结机制，让贫闲群

众从旅游业发展中获得稳定收益。

3旅游扶贫开发路径 3.1实施龙头景区带动

积极推进现有景区升级改造，重点优化提升佛宝旅游区、尧坝古镇旅游区、丹山•画稿溪旅游区、黄荆老林旅游风景区、兴

文石海旅游区、向家坝•金沙平湖旅游度假区、龙华古镇-八仙山、筠连峰林温泉旅游区、龙茶花海、五马坪等景区，整合周边

贫闲村资源和产品，加快创建一批国家 A 级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生态旅游示范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

质公园、水利风景区等旅游品牌，提升景区旅游吸引力，围绕景区开发，着力改善周边区域和沿线贫闲村发展环境。

按照“景村共建”的思路，强化当地居民参与，通过民宿客桟、特色餐饮、旅游商品加工销售、运输、商贸，参与景区讲

解、环境保洁、文化演出等多种方式，吸引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发挥精品景区辐射作用，带动景区内及周边贫闲村在餐饮业、

住宿业、娱乐业、交通业、商业、景区丁作参与等方面实现创业富民和就业富民。提高贫困村与周边核心景区的交通通达度，

将贫困村与依托景区纳入同一旅游线路，联动发展。建立景区与周边贫困村、贫闲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探索资产收益扶贫模式，

建立扶贫资金投入、贫困户入股分红的资产收益分配机制，让贫闲户更多地享受乡村旅游发展成果。

3.2发展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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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乌蒙山区资源特色，以“旅游+”为突破口，围绕市场需求，集聚优势资源，立足村庄特色，策划推出休闲农业、生态

度假、历史文化、特色民族（民俗）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养生养老六大特色旅游产品。

3.2.1 休闲农业旅游产品，利用农业景观资源和农业生产条件，以“吃农家菜、住农家屋、学农家活、享农家乐”为主题，

开发观光采摘、农事体验、现代农业科技展示、创意农业、有机农产品品尝等现代休闲农业观光体验项目，配套设计亲子、乡

村户外运动、有机农产品销售等项目。

3.2.2 生态度假旅游产品，以自然山水生态、田园风光为依托，以绿色景观、田园风光、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主题，保护

原生地貌和环境、使用天然材质的用品，开发避暑纳凉、森林养生、登山垂钓、湖泊休闲度假、汽车露营、美食旅游等亲近大

自然的项目。

3.2.3 历史文化旅游产品，依托古城占镇、古村古街、古民居、古寺庙、古楼台亭阁等历史文化遗存，以历史文化观光体

验为主题，开发遗址遗迹观光、古镇古村落休闲、历史文化体验、科考研学等项目。

3.2.4 民族（民俗）特色传统村寨旅游产品，以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的传统村落，及民族特色村寨的生产活

动、生活方式、民情风俗等为依托，以特色乡村风貌观光、民族（民俗）风情体验为主题，开发民族文化建筑观光研学、民族

歌舞和民俗表演、民族（民俗）文化研学、民族美食体验、特色节庆活动等项目。

3.2.5 旅游+产业融合旅游产品，以粮油、畜牧、果蔬、茶叶、药材、林竹以及传统手下艺等优势产业为依托，构建乡村旅

游+种植业/养殖业/手工艺加工业/文化教育、科技与创意产业模式，开发赏花摘果、茶园生态休闲、高科技农业观光、特色农

产品销售、传统手工艺参观学习等项目。

3.2.6 养生养老旅游产品，以适合于老年人养生养老的生态环境、舒适宜人的气候为依托，以中医药养生、森林康养为主

题，开发传统中医养生、武术运动养生、运动保健、森林浴、日光浴、健身康复、避暑养生、田园养生等项目。

3.3开发特色旅游商品

大力开发旅游化的农副土特产品、创意化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化的实用产品。充分发挥乌蒙山区丰富的农副产品、绿色食品、

地方名特产品等的资源优势，按照方便携带、包装精美、易于储存的思路，加强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与包装设计，推出腊肉、

乌骨鸡、野菜、竹笋、茶叶、蜂蜜、猕猴桃、李子、核桃、赶黄草、杜仲等一系列旅游化的农副土特产品品牌。充分挖掘乌蒙

山区苗、彝等少数民族文化、红色文化等特色文化内涵，鼓励与工艺美术研究机构合作，开发一批苗彝族金银饰品、漆器饰品、

扎染蜡染、布艺刺绣、挑花织锦、民族芭比娃娃、古建筑模型等一批创意化的文化产品。针对具有生活功能的实用产品进行改

造开发，融入地域特色和民俗文化内容，形成竹编、竹工艺品、竹根雕、竹簧艺术品、酒器摆件、茶具摆件等一批文化化的实

用产品品牌。

完善旅游商品销售网络。探索建立政府定向采购的扶贫机制，通过定向采购贫困户生产的旅游商品，促使贫困户快速增收。

与省、市、县机关单位、学校、商业超市等单位建立良好合作关系，长期配送贫困村本地生产的各类有机食品。积极推动旅游

餐饮店、酒店宾馆、旅游商品店以及旅游商品销售企业等与贫闲地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优先选购贫困村（户）生产的旅游商

品。引进物流进村到店，设置乡村旅游营销平台，组织包装当地优质旅游商品在互联网平台上对外销售。支持优质特色旅游商

品进驻机场、车站、高速公路服务区等旅游购物区、城市大型商场超市和旅游购物街区。

3.4推进旅游基础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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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交通运输服务。结合全省交通扶贫攻坚丁程，积极推动乌蒙山区闺省干线公路提档升级：加快推进农村公路建设，结

合通乡油路、通村硬化路、县乡道改善、村道完善及渡改桥工程，提升农村公路覆盖范围和通行保障能力，构建安全畅通、便

捷高效、城乡一体的农村公路网络。加快完善县级客运站、乡镇中心站和村级招呼站（牌）等农村客运配套设施。有条件的重

点村开通直达县城、市中心以及周边重点景区的旅游客运班线，在旅游旺季、节假日，适当增加运行班次。

加强贫困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结合乌蒙新村建设，综合考虑本地居民日常生产、生活需求和旅游发展需要，推进贫困村

道路、步行道、停车场、厕所、供水供电、应急救援、游客信息等基础和服务设施建设，加快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功能，改善旅

游接待条件。实施“旅游厕所革命”，按照适用、经济、美观的要求，在停车场或公共休闲区域完善建设旅游厕所。优化贫困

村内部交通指示牌、导游图、旅游形象标识、安全警示牌、景点解说牌等乡村旅游标识体系。结合幸福美丽新村文化院坝建设，

完善重点村文化活动场所、公共休憩设施等配套设施。结合“宽带乡村”工程，提升贫困村网络通信水平，加快推进光纤进村

入户。

3.5有针对性地引导发展乡村旅游合作社

在具有规模化经营企业（大户）的地区，引导和鼓励农村能人、经营企业、专业大户牵头建立乡村旅游合作社。在农民市

场意识不强和乡村旅游合作组织不发达的地区，引导农民以闲置房屋、土地经营权、林权等出资入股建立乡村旅游合作社，增

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鼓励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基础条件良好、旅游景区周边地区，加快培育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为基础，提供休闲观光、农事体验、科普教育、康养度假的休闲旅游合作社。除建立乡村旅游合作社外，加强对农业生产合作

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销售运输类合作社等各类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引导各类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旅游开发。

3.6强化旅游人才培训

开展分级分类分批培训。采取集中培训、送教上门、远程教育等方式，从景区讲解、环境保洁、文化演出、食宿接待、旅

游商品销售、向导服务等方面，对贫闲户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创业培训、旅游经营管理培训，提升贫困村

群众发展旅游产业的专业技能和水平。实施乡村旅游领军人才培养，对贫困县、乡、镇、村的党政分管领导、旅游部门主要领

导和干部以及贫困村村官进行轮训，每年组织一批贫困县乡村旅游致富带头人赴省外、境外培训。

开展智力帮扶。鼓励和支持具有旅游规划设计单位资质的相关企事业单位和机构为贫困村义务编制旅游规划，并建立旅游

智力帮扶长效机制，提供乡村规划、乡村风貌和建筑设计等方面专业指导，促进乌蒙山区科学发展乡村旅游。鼓励和支持发达

地区乡村旅游带头人、相关涉旅企业人员、科技工作者等驻村帮扶，参与旅游项目包装、商品研发、经营管理、营销推广等方

面工作，提高旅游经营服务水平。组织四川省内旅游院校师生到贫困村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开展旅游培训机构、院校、星级酒

店与乡村旅游特色经营户（点）结对帮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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