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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山区旅游扶贫实践的分析与思考

——以贵州省毕节乌蒙山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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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位于我国西南腹地云贵高原上的贵州是典型的贫困民族山区，贫困人口多、贫

困程度深、贫困面广，扶贫脱贫的难度极大。贵州依据其特有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

等开展精准旅游扶贫是实现脱贫的有效途径，探索贵州的成功实践及不足对其它民族山区实施旅

游扶贫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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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贵州是我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面最广，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社会环境复杂，

脱贫形势非常严峻，是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大扶贫”战略成为“十三五”期间，贵州省实现守底线、

奔小康、走新路的两大战略之首，自上而下全方位展开精准扶贫。贵州复杂多变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贵

州众多奇山秀水、溶洞瀑布，加之少数民族聚集具有的民俗民情，是发展旅游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依

托其独特的自然和文化生态资源，贵州发展各具特色的乡村民族旅游、山地生态旅游，实现各种政府公共

资源聚集投向有机嵌入，带动贫困乡村较快发展，是现阶段精准扶贫的一条重要路径。

旅游扶贫的概念于 1991年被首次提出。此后，旅游扶贫在国内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中不断出现。但

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给出的旅游扶贫定义达几十种之多，尚未形成统一。从众多的定义中可以归纳出国

内学者对旅游扶贫概念认识的共同点。如旅游扶贫的开展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一般是在具备一定的旅游

发展条件和基础的贫困地区（或欠发达地区）实施；旅游扶贫是一种区别于以往扶贫方式的一种“造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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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旅游扶贫离不开旅游发展这一前提条件，旅游业发展是旅游扶贫的基础；扶贫是旅游扶贫的本质所

在，发展旅游业只是旅游扶贫所釆用的途径和手段；旅游扶贫的目标是通过旅游发展实现贫困地区经济发

展或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旅游扶贫的核心对象是贫困人口，是惠及贫困户的旅游开发。在精准扶贫背景下

针对不同贫困地区的旅游扶贫开发条件、不同贫困人口的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和方法对旅游扶贫目

标对象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以实现精准旅游扶贫。

2 毕节乌蒙山区旅游扶贫的实践

2.1 毕节乌蒙山区基本概况目前在国家所划定的 14 个连片特困区中贵州就占了 3 个，其中毕节乌蒙

山区石漠化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毕节市地处滇东高原与黔中山原丘陵的交接地区，位于贵州省的西

北部。毕节市整个区域都位于我国的连片特困区之一——乌蒙山区。毕节市共辖织金县、大方县、威宁县、

赫章县等 8 个县（市），在这个 8 个县当中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的就有 5个（织金县、威宁县、大方县、纳

雍县以及赫章县）。毕节市水利资源丰富，是赤水河、北盘江以及乌江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聚

居的地区，在我国的 56个民族当中毕节就有 45个民族。

2.2 毕节乌蒙山区旅游扶贫的实践上世纪 90 年代初，贵州省提出了“以旅游促进对外开放和脱贫致

富”的旅游业发展指导思想，开启了以“消除贫困、保护遗产、促进发展”的乡村旅游，毕节乌蒙山区利

用其资源优势、民族习俗等发展乡村旅游，在实践中形成了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乡村生态旅游扶贫路径。

2.2.1 威宁草海生态度假旅游扶贫。草海位于威宁县西南部，是一个水域面积超过 25km2的天然淡水

湖，也是一个以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鸟类为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上世纪 70年代，草海发生人鸟争

地矛盾，造成了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经过多年的保护和发展，草海当地社区人民自发组织协会，保护草海，

积极参与草海管理经营和扶贫开发项目，现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集休闲、度假、避暑、观鸟等为一体的生态

旅游示范区，被誉为是“草的世界，鸟的天堂”，草海清新的空气、优美的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

草海休闲度假。威宁草海生态度假旅游通过鼓励并利用当地社会传统力量，建立民间自发组织参与管理，

借助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帮助当地村民建立村寨的旅游管理，结合威宁草海实际，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带动当

地脱贫。

2.2.2 以名胜景区带动的旅游扶贫。织金县以其自然景色之美被称为“山水之城”，织金县最著名的

景点有三处，织金洞风景名胜区、凤凰山景区以及织金瀑布。织金洞是贵州唯一世界地质公园，国家 4A级

景区。据织金洞不到 100km是国家 5A级旅游景区百里杜鹃。通过风景名胜区吸引游客前来旅游拉动周边乡

村经济发展，催生农家乐、餐饮宾馆的发展，形成旅游商品产业化发展及相关系列配套产业发展。织金县

官寨乡、三甲乡、太平乡等乡村就是依托织金洞旅游产业发展农家乐，建设主题餐厅和推广苗族蜡染刺绣，

带动贫困户脱贫。和一般的农家乐不同，织金县的很多农家乐是有主题的，类似现在很流行的主题餐厅，

这种和农家乐结合起来，在餐厅里设立蜡染刺绣博物馆，是其比较有特色的发展方式，让长在“深闺人未

识”的织金苗族蜡染刺绣形成民族特色旅游纪念品。

2.2.3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毕节乌蒙山区是个多民族聚居地区，由于落后未开发，保持了原始性、天

然性、神秘性。作为旅游开发的民族村寨应具备以下特征：乡土性、传统性、文化性、民族性。这些原生

态的自然景观、特色民居村寨、民俗节事、历史文化是毕节发展乡村旅游脱贫的基础。各民族独具特色的

建筑、服饰、风俗是吸引游客的主要环节，毕节七星关区大屯民族乡的大屯彝族土司庄园以其古朴典雅、

庄重宏伟的建筑风格，令游人叹为观止。大方县的贵州宣慰府以彝族女政治家奢香夫人的故事打动游客，

被誉为“奢香故里、古彝圣地”。毕节地区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民族节日众多，有彝族火把节、白草坪

彝族赛马节、苗族跳花节、赛歌节、采花节、玩花节、仡佬族的吃新节、布依族的蚂螂节等。各具特色的



民俗文化、手工技艺、民族服饰散发着神奇的魅力，“撮泰吉”彝族古戏，戏剧傩戏，苗戏“滚山珠”等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贵州毕节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夜郎文化”、“土司文化”、“奢香文化”、

“阳明文化”等诸多文化，这些文化深化了贵州乡村旅游的主题，使毕节的乡村旅游多样化层次化，在乡

村旅游中注重“天人合一”理念。

2.2.4 休闲农业和旅游观光相结合。被誉为“中国樱桃之乡”的赫章县，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有机

的结合起来，多年相继举办“樱桃节”及樱桃旅游文化节，吸引了更多的客商前来观赏，采摘樱桃，极大

地带动了当地樱桃产业的发展，使更多樱桃种植户获益脱贫。大方县猫场镇也随着樱桃节的举办，通过种

植布朗李、艳红桃、红玛瑙樱桃等水果打造水果走廊、九洞天茗茶，以休闲旅游拉动农业发展，板底乡则

以 333.33hm2苦荞花等形成“旅游+”农业观光模式，既满足都市居民回归原始、亲近自然、享受原生态的

要求，又有效脱贫致富。

3 毕节乌蒙山区旅游扶贫的路径分析

毕节乌蒙山区的旅游扶贫是以乡村旅游为载体，精准依托当地资源，通过搭建贫困群体、市场与政府

三大扶贫主体间的运作机制实现精准扶贫。在这过程中政府决策规划、社会力量参与、贫困村民积极实践，

按照市场机制运行，充分发挥贫困村民内生动力，让村民既是扶贫开发的对象，又是参与经济发展的生力

军，最终让村民成为真正的最大受益者，实现脱贫致富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投入和瞄准效率是

影响扶贫效果的两大因素”。政府主导下根据所在区域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资源状况来选择合适的旅

游产业。政府出资完善旅游服务基础功能配套设施，打造成集旅游、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农村休闲旅游特

色乐园，从而解决更多贫困户就近就业。企业市场运作，协会参与。很多旅游景点、文化项目、农业观光

园的打造需要龙头企业投入资金，按照市场运作规律经营。贫困户直接参与，开办农家乐和经营乡村旅馆；

开发芦笙、蜡染、刺绣、民族服装服饰等系列民族特色产品。向广大游客传授民族传统文化，带领他们近

距离感受民族传统文化，亲身体验苗族蜡染、刺绣、纺织、手工制作等文化魅力，开发特色旅游产品、为

游客提供具有纪念意义的旅游商品，推动和发展民族特色产业链，增加收入来源。

4 问题与建议

4.1 存在的问题

4.1.1 农业资源有限，利用率低。很多以花景、观赏农业为特色的农业观光、采摘等的乡村旅游都受

季节性影响，严重影响旅游扶贫的发展。其他资源，如民族文化等未能充分利用，很多少数民族特色还未

被开发。

4.1.2 政府资金投入的局限性。政府投资打造名胜景区周边的乡村很快脱贫，并逐渐富裕起来，而离

景区较远的地方，脱贫依然很困难，形成贫富不均现象。4.1.3 贫困户“等、靠、要”思想严重影响脱贫

的进展。部分贫困户的懒惰、依赖思想严重，甚至以“贫困户”为荣，因此，扶贫应先“扶智”，只有提

高贫困户的文化教育水平，激发其内在脱贫致富愿望，他们才会去学习，去提高能力，从而摆脱贫困。毕

节旅游扶贫不单纯是经济层面的短期增长，同时还涉及到生态环境、文化资源、民族发展等多个方面问题，

因此旅游扶贫应坚持生态化，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4.2 对策建议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是激活贫困地区和

贫困农户内生的发展潜力，提高“造血”功能。在经济全球化、高新技术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产业融合

是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的一种发展模式。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只有走一条积极主观能动的发展道路，

才能从根本意义上解决贫困问题。4.2.1 加快村民市场观念的转变，树立品牌意识，将民族工艺与现代大

众商品融合渗透，提高产品的竞争优势，以信息化、市场化为导向，完善市场体系。



4.2.2 扩大金融服务业，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农村发展本身需要资金周转，金融服务业的支持不应单

一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要加强金融合作，政策性贷款以及个人信贷业务要得到切实保证。[6]以资本引

领发展，实现居民从业多样化，将现代金融服务业与休闲农业、旅游产品加工业、农家乐餐饮业、文化旅

游等产业整合。

4.2.3 拓宽旅游业，积极发展“旅游+”产业。借助资源优势拓宽产业，将民族风俗、文化信息融入

旅游业，可带动餐饮、文化、工艺等相关产业发展，通过自然景观加入非遗文化、民俗等进行深度旅游吸

引游客延伸旅游线路，延长旅游产业链，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借助互联网，发展智慧旅游，形成文

化旅游、休闲度假、康体养身相融合的新型旅游，进一步完善旅游业创新、绿色与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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