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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革命老区旅游精准脱贫的路径研究
*1

何筠 熊天任 胡海胜

(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南昌 330031)

【摘 要】:旅游精准扶贫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脱贫攻坚思想的重要产业支撑，已经成为江西革命老区扶贫

开发的重要路径和主要模式之一。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江西省革命老区在扶贫体制机制、旅游产业发展方面已经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旅游扶贫效应日渐凸显。受历史因素、发展条件和资金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江西省革命

老区的乡村地区仍是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和难点区，受助人群识别难度大，多渠道资金难以整合形成合力。为此，可

以从精准识别扶贫对象、合理选择旅游精准扶贫项目、充分发挥资金整合效应、健全精准帮扶政策、切实优化扶贫

绩效考核五个方面进一步推进革命老区的旅游精准扶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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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贫攻坚的新时代，旅游产业扶贫已经成为国家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一轮脱贫攻坚重要突破口，也是发

挥旅游综合功能、做大做强旅游产业的战略支撑。以旅游业推进扶贫开发的路径和模式，可以使江西利用绿色生态资源走出一

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可以成为旅游强省建设的重要支撑和载体。

一、江西省革命老区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江西省革命老区在扶贫体制机制、旅游产业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旅游扶贫逐步走向深

化。

(一)扶贫政策体系渐次完备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江西各级政府历来非常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实行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制，建立了

“片为重点、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机制，将扶贫攻坚工作常态化、精准化。2012 年，《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

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明确提出要推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休闲旅游、历史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支持赣州、吉安创建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
［1］

2013 年 3 月，国家旅游局、国务院扶贫办正式批准设立赣州、吉安国家旅

游扶贫试验区;
［2］

4 月，国家旅游局出台了《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旅游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3］

2014 年 11 月 3 日，国

家发改委等 7 部门发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通知》;
［4］

2016 年 2 月 1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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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按照《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西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赣发〔2009〕5 号)

的要求，正式组建了省人民政府直属的江西省扶贫和移民办公室(挂省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牌子)。
［6］

体制机制的理

顺为政策文件的制定落实提供了有力保障。《江西省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
［7］

《关于加强扶贫攻坚促进小康提速

的意见(赣办发〔2013〕23 号)》
［8］

《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实施方案(赣办字〔2014〕19 号)》
［9］

《中共

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全力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的决定》
［10］

《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赣办发〔2016〕

14号)》
［11］

等一系列文件先后发布推进。以上文件的发布为江西省革命老区旅游扶贫提供了政策支持。

(二)旅游业规模达到新高度

江西革命老区民风淳朴、物产丰富、山清水秀，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这些资源与红色旅游资源一起成为老区

旅游开发的资源基础。以红色旅游为主导的多元产品格局逐渐形成，在泛旅游产业整合下，旅游业与其他产业形成了融合发展

的局面，旅游新业态逐渐与传统业态紧密融合。休闲养生、红色旅游、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等已经成为革命老区旅游的常规业

态，同时也正在积极探索文化产业、体育健身、户外拓展、康体养生、观光农业等“+旅游”项目以及“互联网+休闲农业”等

旅游新业态，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的旅游产品体系，吃、住、行、游、购、娱等相关配套的旅游要素产业也不断成熟壮大。

革命老区旅游产业格局已初步形成，业态体系逐步完善，旅游业对革命老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明显提升。

表 1 江西革命老区 2014 － 2016 年旅游产业发展数据

革命老

区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旅游人次

(万人次)

旅游总

收入

(亿元)

GDP

(亿元)

旅游总

收

入占 GDP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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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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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旅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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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旅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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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旅游总

收

入占 GDP

比重(%)

江西省 31306.15 2649.7 15708.6 16.87 38569.1 3637.7 16723.8 21.75 47095.3 4993.29 18364.4 27.19

井冈山

市
1152.56 89.05 54.65 162.95 1383 108.6 57.6 188.54 1530.11 121.05 62.88 192.51

瑞金市 504.2 18.06 113.16 15.96 615.4 22.5 122.1 18.43 752 29.7 134.5 22.08

兴国县 153.42 10.8 121.82 8.87 191.5 13.5 128.9 10.48 234.8 16.5 141.56 11.66

石城县 170.6 5.17 38.91 13.54 233.6 8.4 41.5 20.24 334.2 15.08 46.25 32.61

弋阳县 388.6 28.68 80.5 35.63 863.67 44.75 85 52.65 966.6 54.5 91.6 59.5

上犹县 99.2 6.19 46.94 13.19 135 8.66 50.84 17.03 200.02 12.92 57.11 22.62

数据来源: 各县市 2014 －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

2016 年江西省旅游接待人次达 4．7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 4993．3 亿元，全省旅游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 27．19%，

高出全国约 21 个百分点，标志着旅游业已经成为江西省重要支柱产业。在此背景下，以井冈山、瑞金、兴国、石城、弋阳、上

犹等为代表的革命老区的旅游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井冈山市 2016 年的旅游人次达 1530．11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121．05 亿;瑞

金市 2016 年的旅游人次和旅游总收入分别为 752 万人次、29．7 亿元;革命老区旅游总收入所占 GDP 比重也越来越高，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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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市旅游总收入占 GDP 的 22．08%，同比增长 19．8%;石城县的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重高达 32．61%，同比增长 79．52%(表 1)。

(三)旅游扶贫效应日渐凸显

2015 年 10 月 26日－27 日，由江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省农业厅、省扶贫和移民办联合举办的全省乡村旅游提升与旅游扶

贫推进工作会议正式举办，标志着全省旅游扶贫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旅游产业具有极强的扶贫带动效益，“一业兴而百业旺”。
［12］

以石城县为例，仅 2016 年旅游人次就达到了 334.2 万人，旅游总收入达 15．0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3．07%、79．52%;2016

年石城打造了 18 个乡村旅游扶贫示范点，全县旅游企业累计吸纳贫困户就业 1000 余人次。
①2
旅游产业的综合扶贫效益已经在社

会观念、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多层次展现。革命老区许多居民瞄准商机，开起了“农家乐”、“渔家乐”、休闲农

庄、乡村民宿等，在本地创业、就业，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特色农产品、手工艺品等旅游商品的深加工扩大了居民就业机会，

增加了当地居民收入;通过实施旅游精准扶贫，革命老区的资源得到了合理的优化和配置，村容村貌得到显著改善，基础设施服

务明显提升，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二、江西省革命老区旅游精准扶贫的主要障碍

受历史因素、发展条件和资金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江西省革命老区在旅游扶贫开发上仍存在诸多障碍，主要表现如

下:

(一)乡村是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和难点区

江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薄弱的农村经济社会基础，造成了农村贫困人口多、分布广

的基本格局。江西省境内被列入革命老区县(市、区)的总计有 81 个(其中 21 个为国家级贫困县)，占全省县(市、区)总数的 81%，

是全国革命老区最多的 5 个省份之一。根据江西省统计年鉴数据，2015 年江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6500．12元，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1139．08 元，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2015 年江西省总人口数为 4565．63 万人，其中乡村人口 2208．85

万人，占总人数的 48．38%。在这一背景下其中乡村贫困人口为 199．56万，约占乡村总人数的 9．03%，同比分别减少 29．86%

和 26．04%。
［13］(p72－74)

虽然乡村贫困人口在逐渐减少，但依然有近十分之一的农村人口在贫困线上挣扎。

2015 年江西省除南昌外的各设区市辖区内革命老区县(市)的农村贫困人口总数达到 193．36万，占全省人口数的 4．24%。

赣州市农村贫困人口 70．24 万，辖区内革命老区农村贫困人口以 69．22 万位居省内第一，革命老区农村人口占农村贫困人口

的比例高达 98．55%。其次是上饶市总计有 38．03 万农村贫困人口，其中革命老区农村贫困人口占 98．22%;吉安市和九江市的

农村贫困人口数紧随其后。

表 2 2015 年江西省各设区市革命老区贫困人口分布情况

设区市 总人口
革命老区 农#食困人

口
农村贫困总人口

革命老区农村人口 占农村贫困

人口比例

景德镇 1640515 23482 25405 92.43%

2 ① 数据来源于网络。石城县长尹忠: 以旅强县探索旅游扶贫“可复制模式”。网址 http://jx．ifeng．com/a/20170117

/5332203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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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市 1901081 29636 50496 58.69%

九江市 4825811 222398 236712 93.95%

新余市 1166706 16082 18279 87.98%

鹰潭市 1153311 20139 21391 94.15%

赣州市 8547062 692235 702400 98.55%

吉安市 4898988 213706 149523 142.93%

宜春市 5511984 125660 126350 99.45%

抚州市 3992806 110495 189043 58.45%

上饶市 6715138 373572 380334 98.22%

数据来源:《江西省统计年鉴 2016》

(二)受助人群识别难度大

贫困人口的确定带有很强的行政管理色彩，与国家或地区的扶贫政策存在紧密联系，旅游扶贫目标人群识别还要考虑贫困

人口参与旅游扶贫的主观意愿等，因而对旅游精准扶贫目标人群的识别就显得更为复杂。在实际受助人群识别工作中，存在对

贫困户的排斥现象:(1)扶贫标准排斥。在确定贫困乡镇时，虽然一般都是根据人均纯收入、贫困发生率和贫困人口基数，通过

打分的方式来确定贫困村，但是在由谁打分、如何打分、谁来监督等关键环节上难以监管。在村级识别受助人群的环节，许多

地方简单粗暴地以户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标准，人均纯收入低于 2300 元(2010 年不变价)即可纳入贫困人口系统。(2)过失排斥。

一是在申请环节，不少贫困户因没有及时获得相关信息未提出申请，“不申请就不是贫困户”的逻辑与精准识别产生了矛盾;二

是入户调查核实环节，入户调查具有强烈的导向性，一些提出申请的贫困户为了应付调查，刻意隐瞒真实的家庭贫困程度，而

且入户调查是由村干部来完成的，很难保证客观性;三是民主评议环节，这涉及由谁评价、依据是什么、如何评议、谁来监督、

怎样避免村干部或优势群体对评议结果的主导和控制等问题。四是公示环节，包括是否进行了公示、公示的地点和方式、有无

公示异议以及如何处理异议等。五是审核(审批)环节，许多尚未进行公示和民主评议环节就上报的申请仍然通过了县乡(镇)的

审查审批。
［14］

(3)主观排斥。旅游扶贫目标人群有别于一般贫困人群，在进行贫困识别后，还需根据申请人的自身情况来判断

是否能够参与到具体的旅游扶贫工作中，而判断者一般是村镇干部，很难保证客观性，更多的是主观臆断。在实际工作中，可

以“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模型的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并基于人工神经网络，构建农村低保对象识别模型，在模型学习过程中

进行非对称化处理，突出低保政策的‘兜底’特点，为精确化、科学化农村低保对象识别，进一步提升低保政策的实施效果提

供方法支持。”
［15］

(三)多渠道资金难以整合形成合力

当前，几乎所有涉旅、涉农部门都在组织实施扶贫项目建设，旅游扶贫资金来源渠道多、管理部门多、资金较分散，并且

与其他部门管理的专项资金建设内容彼此重复和交叉，很难形成合力。“扶贫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在扶贫开发的过程中尤其是扶

贫资金的使用上存在很大的监管空白，而缺乏规范的资金使用更是增添了资金流向与使用情况方面的统计难度。”
［16］

存在的问

题主要有:(1)扶贫资金主要由扶贫办、发改委、民宗局和财政局四个部门管理，来源渠道比较分散，这些部门在项目申报立项、

资金分配、资金投向及使用等方面各有偏重。(2)扶贫资金项目与交通、水利、林业、农业、本级支农等专项资金项目在使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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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实施范围、建设内容、项目安排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重复和交叉，造成政出多门、多头管理，难以规避地出现同一项目分别

在不同年度、不同部门申报，甚至是同一项目分解为多个项目申报的现象。
［17］

此外，还存在项目安排和资金分配情况不对外公

开的现象，这些使得各渠道下达的资金难以实现有效整合使用，责任主体不清晰，投资效果不尽如人意。(3)由于各部门各行业

的管理体制不同，从项目申报、立项和组织实施到项目验收、资金拨付等各个环节都有不同的需求，从而在项目建设中一定程

度存在“各唱各的歌，各演各的戏”的现象，难以发挥资源集聚整合的“组合拳”优势，从而形成了建设项目分散，建设点多

面大，重点不突出，示范效果不显著，辐射带动效应不佳。

三、推进旅游精准扶贫的主要路径

根据目前存在的障碍问题，结合全国其他地方的经验做法，江西省可考虑从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推进旅游精准扶贫工作。

(一)精准识别扶贫对象

精准识别旅游扶贫对象是实现有效帮扶的前提，当前贫困人口识别的精确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1)重新核定贫困人口总

量，实地核实贫困人口，谨防出现简单粗暴的根据户籍人口按照申报贫困指标的要求来划分贫困人口的现象。核定基数，每年

的贫困人口应减去往年已脱贫人口，将剩余贫困人口数作为贫困人口核实基数。(2)在进行贫困识别时，曾经参加过革命或者革

命先烈的家属符合贫困户申请条件的应优先考虑。(3)严格按照“一进二看三算四比五议”的方法识别贫困户。“一进”是指工

作人员应入户与户主及其家庭成员进行交流，深入了解家庭情况、生活质量状况、子女读书就业情况、家庭成员健康情况等。

“二看”指入户调查时应注意观察申请人的住房、家电、农机、交通工具、水电等生产生活设施，观察农田、山林、种养等发

展基础和情况。“三算”是指应仔细核算农户收入、支出、债务等情况。“四比”是指应将申请人与本村居民比住房、比收入、

比资产、比家庭成员健康及教育程度等。“五议”是指民主评议的评分是否合理，是否有漏户、拆户、分户、空挂户的情况，

家庭人口数是否真实等情况。(4)提高基层组织的执行力，既要避免基层干部权力过大而产生的摩擦，又要减少过度民主而造成

的识别误差。随着旅游精准扶贫的推进、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和贫困人口的变化，需要不断修正和解决精准识别中出现的问题，

根据实际需要对旅游精准扶贫人群的识别标准和手段进行改进和优化，让真正贫困的人群得到帮扶。

(二)合理选择旅游精准扶贫项目

因地制宜地选择旅游扶贫项目是实现旅游精准扶贫的基础。因地制宜，不但包括要考虑到当地的特色资源，还应综合考虑

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当地村民忙闲时令、客源市场需求和特点等。旅游精准扶贫项目主要从增加土地

流转、林地流转、临时建设用工、固定公益岗位、开农家旅社、开农家餐馆、销售农副土特产等七个方面入手，要根据当地实

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扶贫项目运作模式。(1)“旅游+特色农业+贫困户”运作模式，以发展旅游观光和特色休闲农业来带动贫困

人口就业，以新型的农业经营形式和消费业态来培育发展。井冈山柏露村动员贫困村民种植蜜柚、黄桃等，形成规模效应发展

乡村旅游，实现生产和旅游双渠道致富。(2)“旅游+新农村建设+贫困户”运作模式，在农村集中建房、生态移民、危房改造、

易地扶贫搬迁等多项惠民政策的有力推动下，发展新农村建设乡村旅游。三清山枫林新农村建设试点农村景区化，凭借良好的

生态环境，民族风情浓郁的房屋建筑成为市民及三清山游客休闲度假的新选择，拉动了三清山乡村旅游的持续升温。

(三)充分发挥资金整合效应

按照“统一规划、集中使用、渠道不乱、用途不变、形成合力、各记其功”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统筹

整合各类要素，依托旅游扶贫项目规划，整合项目资金，做到“多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达到“各上

一门料、共办一桌席”的效果。(1)整合各类扶贫资金，包括专项扶贫资金、老区建设资金、以工代赈资金、民族地区发展资金

等财政资金和旅游、国土、交通、农业、林业、水利等部门专项行业扶贫资金。(2)由旅游部门统一管理旅游、国土、交通、农

业、林业、水利等部门专项行业扶贫资金和社会旅游扶贫资金。(3)成立江西省旅游扶贫基金会，吸引和接纳社会投资的扶贫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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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充分利用资源、政策、环境去争取外部力量的支持，借力推进旅游扶贫开发。

(四)健全精准帮扶政策

实施旅游精准扶贫，应健全精准帮扶政策，因人而异制定帮扶对策。旅游精准扶贫主要以贫困人口的参与为主，这也是它

较一般扶贫的特殊性。因此，要在干部驻村帮扶的基础上，对旅游扶贫对象进行全方位了解，明确致贫原因、参与旅游扶贫的

意愿、参与旅游扶贫的能力和障碍等。科学制定具体的帮扶对策，针对旅游扶贫对象的具体情况，制定精准帮扶对策，排除或

减少贫困人口的参与障碍。对于有参与能力和有强烈参与意愿的扶贫对象应优先安排;对于有参与意愿但缺乏参与能力的扶贫对

象应帮助其消除参与障碍，针对具体情况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和相关技能培训;对于有参与能力但缺乏参与意愿的扶贫对象要进

行积极引导。
［18］

此外，还应落实扶贫小额信贷等扶贫工作的基础性政策，使政府扶贫资金以及政策性信贷的资金“兜底”功能

成为必不可缺的帮扶因素，
［19］

并从法制层面上加强对旅游精准扶贫工作的引导。

(五)切实优化扶贫绩效考核

建立科学合理的扶贫开发考核指标体系，是实现旅游精准扶贫考核的基础工作。把贫困人口人均增收情况、搬迁贫困人口

状况、干部驻村联户情况、贫困人口减少量、巩固扶贫开发成效等作为主要指标，着重考核脱贫减贫、移民搬迁、整村推进、

旅游扶贫项目落地、乡村旅游扶贫示范点建设等方面的旅游精准扶贫工作，把考核细化到村到户，保证进村入户的调查数据真

实可靠，进一步细化量化指标。改革扶贫资金分配方法，加大扶贫考核在资金分配中的作用，把旅游精准扶贫工作考核与财政

资金分配相挂钩。将旅游精准扶贫列入年度工作绩效考评范畴，对旅游精准扶贫绩效考核优秀的县(市、区)，在下一年度各类

财政扶贫资金分配和社会帮扶资金扶持方面予以奖励和倾斜，同时对脱贫村和扶贫进步村予以旅游扶贫资金和项目支持等奖励。

为进一步鼓励脱贫县巩固脱贫成果，应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奖励重点县脱贫摘帽，实行脱贫不减扶持政策，5年内扶贫资金投入

力度不减，对口帮扶单位不撤，对其扶上马再送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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