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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扶贫试点村的旅游精准扶贫调查研究

——以十堰市余粮村为例
*1

王焱莹 罗鑫 谭冬冬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湖北十堰 442002）

【摘 要】:以国家级旅游扶贫试点村余粮村为研究对象，以精准扶贫为背景，通过实地调查了解余粮村旅游资源

开发过程中精准扶贫工作开展的现状、当地村民对旅游扶贫工作开展的期望和需求，并分析该村当前实施精准扶贫

工作的优劣势和存在的问题，因地制宜的提出解决该村旅游扶贫中存在问题的建议和今后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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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 11 月 27日至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在提高脱贫攻

坚成效。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旅游

精准扶贫作为众多的扶贫方式之一，由于其本身的强大优势，被党中央和国务院确定为新时期扶贫开发十项重点工作之一。而

旅游扶贫也因其持续健康发展的特性、庞大的市场潜力和强劲的带动作用，在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中不负众望。

国内的旅游扶贫起源于上世纪末。1991 年，在全国旅游局长会议上提出了“旅游扶贫”的口号。步入 21 世纪，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旅游扶贫开发进入高潮阶段。2009 年以来，国家旅游局主要从完善工作机制、加强示范引导、加强资

金支持、加强规划引导、注重人才支持、加强宣传推介六个方面推进旅游扶贫工作。2013 年 8 月，国家旅游局和扶贫办共同出

台《关于联合开展“旅游扶贫实验区”工作的指导意见》。2014 年，国家旅游局把乡村旅游扶贫工作列为全局重点工作之一，

启动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2015 年，国家旅游局启动贫困村旅游扶贫试点工作，在全国共选取 560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开展试

点工作。

本文以旅游扶贫试点村余粮村为研究对象，以梳理余粮村开展旅游精准扶贫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为出发点，通过参考国内其

他地区的旅游扶贫工作经验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分析该村目前开展旅游精准扶贫工作存在的优劣势，联系当地村民对旅游扶

贫工作开展的期望和需求，因地制宜的提出解决该村旅游扶贫中存在问题的建议和今后的发展策略，希望能对该地的旅游精准

扶贫工作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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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及其理论研究现状

我国扶贫工作长期以来以“输血型”扶贫为主，即主要通过直接向贫困户提供物资和资金等补助手段满足贫困户基本生活

需求。近些年以来，扶贫方式越来越注重向造血型扶贫转变，即通过鼓励和扶持贫困户形成创收渠道，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旅游扶贫属于造血型扶贫的一种常见形式，其指的是在具有旅游资源优势的欠发达地区，通过政府、社会、媒体、民众的力量，

科学合理的大力发展当地的旅游业，通过旅游业带动当地经济获得新的发展。

关于国内旅游精准扶贫方面，国内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赵丽丽（2009）分析了在旅游资源比较丰富的我国西南贫困

地区实施旅游扶贫战略的重要性，提出了我国西南地区旅游扶贫的五大战略。黄国庆（2013）结合连片特困地区现有扶贫模式

存在的不足，以贫困人口受益和发展为研究视角，构建了政府主导型旅游扶贫模式，提出了该模式成功运行的保障性要素。杨

阿莉，把多勋（2012）指出应当努力构建社区参与式旅游扶贫的长效机制，如贫困人口参与旅游规划决策咨询机制、旅游经营

与利益分配机制、文化和生态保护机制、旅游教育与培训机制。2013 年以来，随着国家大力推进精准扶贫，一些学者以精准扶

贫为切入点对过去的旅游扶贫模式进行了反思和再思考，提出了精准旅游扶贫的理念和实施路径。比如邓小海（2015）指出大

多数地区在旅游扶贫的实践中成效并不明显，普遍存在大多数贫困人口被排斥在当地旅游发展项目外；旅游扶贫招商与项目选

择并非基于社区实际和贫困人口利益诉求以及贫困人口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并未给予区别对待等问题。马斌斌，鲁小波（2016）

基于精准扶贫视角，以海棠山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例对精准旅游扶贫的制约因素进行剖析，就实现精准旅游扶贫提出了具体的实

施策略与建议。但是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对于旅游扶贫的精准化研究仍然不足，实践研究较为缺乏。

在上述旅游精准扶贫研究中，发现了旅游精准扶贫和其他扶贫方式相比有明显优势。国家旅游局研究表明旅游扶贫相比于

其他扶贫方式，具有六大方面的特色优势：①旅游扶贫是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扶贫，效率高、成本低。②旅游扶贫是造血式扶

贫，可以由脱贫直接跃升到致富。不是简单的给钱给物来帮扶，而是带动当地贫困人口就地参与旅游经营服务以实现脱贫。③

旅游扶贫是广泛受益的扶贫，带动性强、覆盖面宽。④旅游扶贫是物质和精神“双扶贫”，持续性强、返贫率低。⑤旅游扶贫

是富有尊严的扶贫，利于相互尊重、平等交流。⑥旅游扶贫是促进和谐的扶贫，利于社会稳定、生态文明。

3 余粮村发展现状

3.1 余粮村的地理位置

余粮村位于大柳乡东北角，东部与南化塘镇青岩村接壤，北部隔化家河村临近陕西省商南县赵川镇。南三路横穿村境，临

近 302 省道。南距大柳乡 17km、郧阳区 45km、十堰市区 70km。北距陕西省商南县赵川镇 25km。国家 4A 级景区九龙瀑位于余粮

村与南化塘镇青岩村的交界地带，余粮村是大柳乡通往九龙瀑景区的必经之路，是九龙瀑景区的北大门，是联系大柳乡和南化

塘镇的重要旅游通道（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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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余粮村地区条件分析

余粮村拥有优良的自然条件：现山地众多，连绵起伏；水质优良，罗家河流经余粮村；喀斯特溶洞为其特有景色，随处可

见。

余粮村的社会条件：作为 4A级景区的九龙瀑大部分位于境内。全村主要种植小麦、玉米，近些年以连翘、黄姜、苍术为特

色的中药材、生态养殖逐渐形成规模，高山蔬菜、小窖酒、玉米糁、地黄瓜、架子豆冠名鄂豫陕等重点旅游资源及特产（见表 1）。

表 1 余粮村重点旅游及特产资源

类别 名称

地方特产 高山蔬菜、小窖酒、玉米糁、地黄瓜、架子豆、连翘、黄姜、苍术

周边景区
青龙山、乌龙寺、将军台、青龙寨、虎胆绝壁、翡翠天梯、九龙潭、九龙瀑、快活林、石人寨、

百泉河、天景山、古人类用火生活层遗迹、龙亭、徐家大院

特色美食 苞谷酒、高山蔬菜

周边人文 李先念、徐向前、中原突围、龙凤灯

2015 年，全村实现工农业总产值 1798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5424 元。余粮村辖 3 个自然村，共计 221 户 881 人，其中外

出务工 229 人。全村版图面积 33.7km
2
，耕地面积 86.67hm

2
，占版图面积的 25%；山场面积 2533.34 余 hm

2
，占版图面积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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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存在配套设施十分落后的问题，如公共设施不全、交通不畅、基础设施欠缺。

3.3 余粮村旅游扶贫开展现状

2015 年，余粮村的扶贫工作成果显著，由余粮村精准扶贫区外事办和亿城置业有限公司包村，101 名干部，负责人包户，

抓好村级特色产业发展，主动探索大户带动、产业扶持、项目带动等新型扶贫方式，调动群众积极性，力争做到产业扶持覆盖

所有农户，力争营造良好的生态生活环境，改善村容村貌，发展村内的旅游业，推动扶贫产业发展。

余粮村现有贫困户 144 户，共 450 人，占全村人口的 51%。在贫困人口中，有 30 户属于因病因学致贫、67 户属于生产收入

低下致贫、47户是居住条件差。

针对上述各种不同致贫原因，因地制宜的采取相应的帮扶措施：缺少工作岗位则旅游景点提供部分岗位、缺少产业则实行

产业扶持、居住条件差则实行扶贫搬迁、因病致穷则进行医疗救助、因学致贫则实行教育帮扶等。此外，村中的帮扶单位有亿

城置业有限公司、区外事办、乡政府和村干部，其中每个贫困户都有一位帮扶责任人，在村委会的大院张贴公示牌，方便村民

阅读和取证，公示牌上包括被扶贫者和帮扶责任人的联系电话，以确保扶贫工作真正做到“扶真贫、真扶贫”。

虽然余粮村大力开展扶贫工作，但是仍存在部分问题。如景区的辐射影响较为不足，旅游扶贫作用不明显，特色产品如养

殖、加工和种植等产业依然停留在个体加工阶段，未形成合力效应，且缺乏品牌优势、余粮村的交通十分不便，道路较为狭窄，

无法在同类型的景区中脱颖而出。

3.4 调查结果

我们通过实地走访询问并且分发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发现以下几点问题：

（1）通过和村书记的谈话，我们发现余粮村的旅游业发展对村民的影响甚微。在旅游区开始之初，最多有 5户人家开展农

家乐，但是由于景区的游客不多并且受当地的自然条件影响，目前为止只有一家农家乐，盈利状况不容乐观。

（2）余粮村村民思想意识较为保守，普遍没有发展其它产业的想法和思路。大部分村民对本地区的旅游景点认识不高、不

感兴趣，调查对象中 80%的村民认为当地旅游景点对于自己的生活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也基本上没有考虑过在旅游景区或者附近

进行个体经营。

（3）当地的特色产业苞谷酒虽然比较有优势，但是由于都处于自产自作的状态，质量难以过关，小农经济比较明显，缺乏

资金，没有承包大户，难以形成规模优势。

（4）余粮村基础设施不完善，村内只有一条较为窄的公路，限于地形等各种因素，公路难以拓宽，到余粮村只有一趟客车，

旅客只有自驾游才能自由游玩，否则路途遥远，徒步难以到达景区。

结合余粮村资源与调查结果，我们采用 SWOT 分析模型来分析余粮村的综合状况（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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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制约余粮村旅游精准扶贫工作实施的因素

4.1 自然因素限制

自然因素导致农业生产收入低。余粮村地处大山深处，山多地少，耕地不足，阳光不充足，水资源短缺，农业机械化难以

开展，生产率低，农业收入低且没有保障，这是致贫的客观原因。其次，旅游景点亦受天气影响严重，夏天降水量偏低，容易

造成瀑布断流。

4.2 基础设施落后

由于受到自然地势、资金等方面的影响，道路狭窄且不通畅，若非自驾旅游人员，则进出十分不便，村民聚集和联系也不

紧密；当地只有移动通信基站，且通信信号不稳定，使当地人联系存在不确定性，景区联系也不方便；卫生环境较差，缺乏旅

游区所需要的公共厕所等，景区周围未建有卫生室，不利于紧急救助，如此使当地景区口碑变差，去过的游客也很难成为“回

头客”，更加导致旅游景区吸引力受到影响。

4.3 缺乏特色产业

特色产业多位于周边景区，在境内的特色产业例如以连翘、黄姜、苍术为特色的中药材、生态养殖的高山蔬菜、小窖酒、

玉米糁、地黄瓜、架子豆并未合理开发利用，未形成地区优势，且许多特色产品存在众多相似生产者，仅仅依靠传统的种植业

和小户生产，并且各家各户生产水平不一，产品质量也有差异，不容易形成规模。而且因客流量因素的制约，特色产品的销售

也成为一个问题。

4.4 发展观念保守

当地村民生活十分清苦，没有对乡村旅游的认识，思想观念落后，缺乏发展观念。一味的从事传统的种植、养殖专业，基

本没有考虑到在靠近与九龙瀑、虎啸滩旅游景点的情况下可能拥有的发展商机及其致富方法。已经考虑到并且参与的农民虽然

有极大的积极性，但是由于经营不力、资金不足导致难以维持。此外个别家庭成员是留守老年人和小孩，收入主要靠作物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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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酿酒，难以送子女接受教育，如此循环往复，思想更加难以开化，发展和脱贫会严重受阻。

4.5 资金来源渠道单一

旅游区开发投资渠道单一，开发资金大部分还是来源于政府拨款，地区的负责人缺乏系统且有效的融资观念，并未很好的

利用社会各界的资源，没有调动村民群众和社会群体的力量，没有考虑到和银行或者相关企业合作融资开发。

4.6 景区知名度低

郧阳区对于景区的宣传力度不够，营销手段单一使得九龙瀑的知名度比较低，客源市场难以扩大。在景区的策划和设计方

面不到位，并且未挖掘到更多具有特色的饮食和农产品，缺乏特色的旅游资源品，在与其同质化的旅游景区中，很难得到游客

的认同。

5 余粮村扶贫开发研究策略

5.1 景村结合，村民景区互惠

针对村内旅游景点效益不佳的问题，只有村民和乡村旅游发展相互结合，才能真正体现旅游精准扶贫的内涵和作用。政府

需要真正使村民了解并且认识到开展旅游精准扶贫的原因、作用，让村民看到实际效益，引导其参与到其中。村民、景区负责

人、村书记三者相互合作，形成良性的创业扶贫战略循环。村干部需要发挥好中间人的作用，在中间协调、促进景区和村民的

密切合作。村民可以集资开展景区发展所需要的一些基础建设例如农家乐、景区农村土特产买卖；景区相关负责人为贫困村民

设立岗位，安排部分村民就业、欢迎景区周边的村民在景区进行个体营业或者买卖。

5.2 区域联动，有效推广，协调发展

在旅游资源单一且知名度偏低的情况下，联合周边景区，进行区域协调发展就显得尤为必要。政府应该对区域内的旅游资

源进行整合，将余粮村的九龙瀑、虎啸滩、南化塘温泉旅游小镇进行联合宣传，制定适宜的旅游路线。并且适时打造九龙瀑的

生态旅游景区，使其更加具有观赏价值，提升九龙瀑的景区服务，安装中小型的游乐玩具或者器材。如此，既可以提高郧阳区

的景区知名度，亦便于旅游扶贫工作的顺利推进。

5.3 寻找特色资源，打造特色品牌

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是实现盈利和打造品牌的重要因素。对于余粮村，村民的苞谷酒、苞谷糁就是特色资源，由于景区村

庄独立发展各自的农业，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因此，应当寻找承包大户、专业经营酒业的企业，在当地建造生产工地对苞谷进

行规模化生产加工，严把质量关，进行批量生产。生产工地同时既能解决当地资源的不均衡，又能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为村

民创收。

借助麇王酿酒献商纣这一历史故事，大力推广作为古麇国古时的物产的苞谷酒，并且就这一酒业定时设立专门的品酒文化

节、邀请明星进行适当文化和产业推广，打造特色品牌，以提高当地知名度，扩大客源。并可借此来提高旅游质量品级，确保

在同质化的旅游景区中能令游客耳目一新。

5.4 创新融资，打造生态旅游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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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拥有充足的资金，才能推动余粮村脱贫致富。在缺乏资金的大背景下，余粮村应当摒弃单一融资模式，创新融资方法。

如：推进以政企合作为主。政府出面，企业出资，再以村民民间融资为辅的融资方式，带动村民、企业、政府三方进行协调合

作，为余粮地区谋求发展。此外，亦可使用扶贫资金互助社的模式，提高村民发展能力。再如制定具体有效、可实施性强的的

旅游村企划，利用新型网络融资方式—众筹，在网站上寻求并且筹集资金。另外，也可以争取民委、扶贫办以及工商联的政策

性资金，寻找在响应国家政策的银行进行优惠性贷款等等。

打造绿色生态旅游村，提高服务质量，通过购买环保无污染的绿色旅游观光车等方便游客的设备或者器材、购买宜于观赏

的稀有植物或者花草抓住游客的猎奇心理、设立大棚种植绿色无污染农作物供游客自助采摘等等，吸引游客前来观光采摘等等。

6 结语

余粮村作为国家级旅游扶贫试点村之一，旅游精准扶贫工作对其既是难得的机遇，也是重要的挑战。在“十三五”这个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时间节点，余粮村应当充分把握机会进行旅游精准扶贫工作，注重景村结合的原则，实行区域联动，积

极推广景区知名度，借助特色资源发展特色品牌和吸引游客，创新融资模式，打造绿色生态旅游村，并依靠政府的政策扶持以

及其他社会各界的支持，改善其当前贫困状况，尽快对旅游精准扶贫工作进行完善，做好探索工作，为我国其他旅游精准扶贫

地区提供借鉴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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