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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背景下罗田县乡村旅游发展调研
1
 

汪文翔，刘 玉，潘 洋，欧俊俊，胡潇敏 

（黄冈师范学院 旅游文化与地理科学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摘 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脱贫致富。对于乡村来说，旅游者的到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大力发

展旅游成为了助力扶贫的有效措施之一。在精准扶贫攻坚战阶段，通过实地走访和考察的方式对罗田县相关的旅游

行政组织、旅游经营者、旅游者展开调研，并在此基础上整理调查数据，对罗田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实施现状及存在

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分析，最后针对旅游产品、旅游营销和政策落实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旨

在助力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为乡村旅游扶贫的发展提供相关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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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是指在具有一定旅游资源条件、区位优势和市场基础的贫困地区，通过开发旅游带动

整个地区经济发展。通过深入到每村每户，针对性地帮扶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一种产业扶贫开发方式。在 2015 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5〕62号文件提出要实施乡村旅游提升计

划，开拓旅游消费空间，大力推进乡村旅游扶贫。 

2 理论基础 

2.1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帮扶

和管理的治贫方式。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3年 11月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的重要指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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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2.2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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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以旅游度假为宗旨，以村庄野外为空间，以人文无干扰、生态无破坏、以游居和野行为特色的村野旅游形式。

学者郑健雄认为乡村旅游是指在乡村地区，利用乡村自身的的环境、农业田园、农村文化和风俗来规划和改善，然后为旅游者

提供相应旅游产品和休闲服务来满足旅游的消费需求，进而达到乡村旅游的目的。 

3 精准扶贫背景下罗田县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3.1罗田县概况 

位于大别山南麓的罗田县域旅游资源种类丰富，可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走旅游脱贫的道路。在 2017年国家旅游局首批公布

的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中，罗田县就名列其中。 

近年来，罗田县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贫困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近 20%。但其第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特别是旅游产

业，2015年游客接待人数、旅游综合收入分别增长 20.8%和 22.8%，可见旅游业逐渐成为罗田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3.2精准扶贫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文件提出要实施乡村旅游提升计划，大力推进乡村旅游扶贫。

罗田县抢抓国家旅游示范区创建机遇，紧紧围绕“旅游兴县”战略、精准脱贫工作大局，旅游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2017

年上半年，全县共接待游客 35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22.4 亿元，旅游产业辐射贫困户 1800余户 6000余人，形成了“全域旅

游一经济发展一富民脱贫”的连锁效应。 

3.2.1旅游产品。在对旅游者的景区活动调查中，近七成的旅游者选择欣赏自然风光，其次是参加农事体验活动、品尝农家

美食，仅有不到 4%的旅游者会选择在当地进行购物活动。罗田县的旅游开发主要以自然观光和休闲农业为主，游客参与率和回

游率比较高的乡村旅游项目是以农家乐为主的民俗风情旅游和以绿色景观和自然风光为主题的观光型乡村旅游
［4］
。 

3.2.2旅游营销。当地的旅游管理者、经营企业等利用网络的通达性和各类移动终端的便利性，通过充实和完善罗田旅游官

方网站，利用微博、微信、手机 APP 等推出线上产品。同时在潜在消费者的区域投放线上线下同步广告，提高景区知名度。而

在营销方式方面，其依托自然风貌和土特产品推出各类赏花节、登高节、艺术节、农家乐等。 

3.2.3相关政策。许多罗田当地的旅游从业者都是贫困户，旅游开发前，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种植经济作物。如今的经 

济来源有依托扶贫专项资金和银行贷款，投资蔬菜种植、家畜饲养等产业的；还有土地流转收入和从事景区工作的收入。

2015 年颁布的对有意愿新建农家乐的贫困户，可申请由县财政贴息的扶贫贷款的政策，使得居民参与度大幅提高。 

与此同时，通过政府的扶持，贫困户与景区签订供货合同，极大地促进了贫困户的增收。一些地区则提供旅游技能培训，

增强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的自我发展意愿。例如罗田县江家畈村实施旅游技能培训计划，极大地提高了当地贫困人口自我发展

的意识。 

3.3精准扶贫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通过访谈形式开展了乡村旅游发展情况调查。所收集的数据显示，乡村旅游作为罗田县重要的经济产业支柱，其促进

富民增收效果明显，但也存在特色不鲜明，扶贫无法高效落实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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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访谈对象为 56 人，从年龄结构上看，对象人群以中青年为主。其中，18~30 岁的占 73.21%，31~45 岁和 46~65 的均占

10.71%,还有 5.36%的被访者为 18岁及以下人群；从访谈者学历上看，高中占 16.07%，大专占 17.86%，本科及以上为 66.07%。

由问卷及走访反馈出的问题可以总结如下。 

3.3.1缺乏特色旅游产品。罗田县坐拥丰富的自然及人文资源，但其开发尚未呈现出明显的特色。其依托的丰富资源也开发

出了例如天堂寨滑雪场、三里畈温泉度假区、进士河漂流等旅游产品。但大多数旅游资源开发深度不够，在湖北省内无法凸显

出明显的竞争优势。由于景区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旅游企业“小、散、弱、差”状况依然存在。 

3.3.2 旅游营销滞后。从客源地分析，66.07%的旅游者均来自湖北省内。而就旅游者获得景区信息途径而言，仅有 19.64%

的游客通过微信、电视、报纸等途径获得相关信息，具体数据见图 1。造成这一现况的主要原因是扶贫村开发旅游的从业人员营

销渠道有限，虽然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上广为宣传，但大多是产生了短期效应，根本形不成旅游热点和长期效应。 

 

图 1 了解罗田旅游项目信息的渠道 

3.3.3乡村旅游扶贫与精准帮扶对接有偏差。罗田县现阶段已经找到了投资开发主体，切实解决了困扰旅游开发的资金难题。

但通过走访得知当地农民对于贫困户的优惠政策和扶贫原则不了解，导致政策实施情况堪忧。例如许多农家旅社仅由当地居民

在自家闲置的空房中摆上床和书桌等就挂牌营业，以谋得旅游扶贫政策的相关补助。另一方面的问题体现在员工的雇佣方面，

出现了必须具有一定的人脉关系才能应聘进景区工作的局面。走访中了解到，很多投资开发商选择从业人员时不优先使用当地

群众，而是对外招聘或是从肖己的家乡招聘。就使得当地老百姓参与度低，无法享受到旅游产业带来的红利，精准帮扶已经出

现了偏差。 

4 精准扶贫背景下罗田乡村旅游发展对策 

4.1挖掘旅游产品 IP元素 

结合现阶段中国正经历全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在罗田县旅游产品设计开发的过程中可以打造罗田独有的

旅游养老项目。罗田境内旅游资源丰富，罗田板栗更是闻名全国。故此，将罗田独有的“板栗之乡”名号与养老文化相结合，

发掘罗田板栗养老之乡的品牌内涵是一大亮点。因此可以开发具有罗田板栗养老文化特色的产品，将板栗作为其独具特色的品

牌。如推出“体验式”旅游线路，让游客亲自参与到板栗的采摘、加工等活动；定期举办“板栗美食节”，展示罗田板栗与养生

药膳等相结合的绿色美食，增强游客的参与度。与此同时，罗田旅游可将温泉、当地板栗等农副特产与养老结合，推出旅游养

生路线，并开发设计相应的养老型度假酒店、板栗养生伴手礼、板栗养生食谱等旅游产品，使“旅居养老”发展成为罗田的特

色旅游线路。 

4.2优化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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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旅游营销的新方法新措施层出不穷，景区不仅要依靠传统方式和方法进行宣传促销，还应广泛应用网络营销、

在线营销、事件营销等新方法来扩大罗田景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首先，要扩大罗田旅游在旅游行业中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

旅游学者、研究人员关注罗田的旅游业发展。其次是要提升罗田旅游的公众知名度，运用符合新潮流的广告文案多渠道宣传罗

田旅游，挖掘潜在的青年消费者群体。 

4.3实现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的无缝衔接 

4.3.1调动贫困户积极性。政府应加强旅游扶贫政策的宣传力度，多设立宣传展板、公告栏等公共宣传栏以便于居民了解旅

游相关动态和政策，并定期走访当地的扶贫对象，将政策落实到个人各户。在工作扶持上，政府可联系当地开发商，按配比招

聘一定比例的贫困户上岗、优待工作表现突出的贫困户。这样不仅解决了贫困户的就业问题，也从根本上提高了乡村旅游与精

准扶贫相结合的辐射力度。 

4.3.2 开展旅¥专业培训。依附罗田周边的高校资源引进高素质人才，对当地居民定期开展免费专业培训。同时尊重市场规

律，引导村民发展协会、合作社等组织，完善乡村旅游整体产业链。在培养旅游从业人员综合素质能力的同时提升管理人员与

从业人员管理服务水平，调动当地居民的积极性。 

4.3.3落实相关政策。顺应政策号召，以政府补贴的形式，帮助企业对特色传统村落进行整体改造和开发。例如按期走访农

家乐、自营餐馆、饭店等旅游设施，并对于其卫生环境进行量化评分，对于优秀的经营户进行奖励和推广，对问题设施进行停

业整改。同时也要引导企业单位尽到社会责任，尽可能地照顾贫困户的利益。对此，相关政府可以筛选或购买切合实际的社会

组织及企业服务方案，并建立明确的奖惩责任制度，以对旅游企业机构中当地居民员工占比、贫困户优惠政策等方面进行量化

评分，对于优秀的企业进行奖励。这样严格按照政策方案定期回访，同时尊重市场规律，助力当地旅游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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