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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侗族自治县生态文化旅游与旅游扶贫研究 

欧素婉 

(江南大学商学院,江苏无锡214122) 

【摘 要】:2019年脱贫攻坚战进入全面冲刺时期,大力发展旅游业已成为多数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研究分析了通道侗族自治县开发旅游过程中打造生态文化旅游的发展现状及其对脱贫攻坚的意义和作用,表明了加

强生态建设,开发保护特色旅游资源,发展旅游系列产业产品是贫困地区通过旅游扶贫实现脱贫攻坚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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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意义 

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脱贫攻坚战已进入全面冲刺时期｡要实现脱真贫､真脱贫,通过开发丰

富的旅游资源,打造旅游产业以旅游扶贫已成为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脱贫途径｡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充分结合国家扶

贫政策进一步开发､完善旅游产业建设,突出旅游带动,发展旅游扶贫产业,预计2019年全县完成整体脱贫摘帽｡当前,通道侗族自

治县旅游业发展几近鼎盛,各类旅游资源被充分开发,相关旅游周边扶贫产业发展兴盛,全力助推着通道侗族自治县的脱贫攻坚

战｡因此,文章以通道侗族自治县为研究地点,研究分析该县生态文化旅游的发展现状以及旅游扶贫实现方式,对于全国其他贫困

地区通过旅游扶贫实现脱贫摘帽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2 通道侗族自治县生态文化旅游发展现状 

2.1 通道侗族自治县概况 

通道侗族自治县地处湖南省西南边陲,是全国5个侗族自治县之一,全县各民族人口构成中,侗族占78.3%｡通道侗族自治县于

2002年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联系县,也是湖南省的深度贫困县,2019年全县将完成整体脱贫摘帽｡除此之外,通道侗族

自治县也是革命老区县､全国生态示范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县｡ 

近年来,通道县依托境内风景隽秀的生态环境､红色旅游资源､独特丰富的历史遗存和侗族民俗文化,大力发展旅游扶贫产业,

着力打造生态文化旅游路线,始终坚持“生态立县､旅游兴县､产业强县”的发展战略,以文化旅游为主导,围绕“农业为旅游兴,

工业为旅游活,商贸为旅游旺,服务为旅游强”的产业融合发展思路,从提高景区质量､实现融合发展､优化服务､精准营销等方面

全力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这一系列的举措不仅使县域内的旅游资源得到充分挖掘和保护,更是实现了新一轮的旅游创

收,助力着通道县的脱贫攻坚战｡ 

2.2 “三色”旅游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 

2.2.1 “绿色”享天然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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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县境是生态强县,其森林覆盖率达75.55%,有着“天然氧吧”之赞誉｡境内特色的生态环境景观有丹霞地貌的国家AAAA

级旅游景区万佛山·侗寨国家风景名胜区,漂流点国家AAA级旅游景区龙底生态自助漂流,可探索森林奥秘的恩科亚热带沟谷雨

林和宏门冲原始次森林,以及九龙潭国家级水利风景区｡这些风景秀美的生态景区将观光旅游､休闲旅游和生态旅游有机的结合

在一起,使游客置身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中｡ 

生态建设是旅游景区景点发展旅游的重要基础,生态旅游不只是旅游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旅游产业实现长期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因素｡生态旅游扶贫既含有“可持续性”特征,又是生态､旅游与扶贫三者的有机融合,成为我国实现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脱贫致富和产业振兴的重要模式｡旅游视域下的村寨建设研究表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生态旅游扶贫对少数民族传统民居保护

､优秀文化传承､特色产业发展､民族风情弘扬､生活条件改善､居民就业增收､旅游经济绿色发展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对于通

道侗族自治县的旅游业而言,优美俊秀的自然风景以及对自然生态的保护是其旅游产业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其发展侗族特色

旅游产业和红色旅游的前提,更是其建设美丽乡村和实现生态旅游扶贫的必要条件｡ 

2.2.2 “红色”略革命文化 

通道侗族自治县是革命老区,在长征初期,发生在通道境内的“通道转兵”使中国红军走出了困境,找准了“通道”,揭开了

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遵义会议的序幕｡通道转兵纪念馆位于通道县溪镇,其红色旅游资源由主题陈列馆､纪念广场､通

道会议旧址恭城书院､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住址宝庆会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旧址东岳宫等部分组成,集中向广大群众展示

着中国优秀的革命文化｡ 

红色旅游资源是广大群众把握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主题的重要来源,红色旅游景区景点已成为广大干部群众､青少年学

生和部队官兵培养爱国情怀､培育民族精神､学习革命传统的重要阵地｡一直以来,通道县在加强通道转兵纪念馆建设方面落实了

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建设红色旅游队伍人才,充分挖掘了“通道转兵”红色旅游资源,极大拓展了通道转兵纪念馆的社会服务功

能｡迄今为止,在通道县溪镇举办了四届的红色文化节已成为该镇发展､学习红色文化以及培育爱国主义情怀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县溪镇红色文化节的举办是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的重要举措,同时也充分挖掘了红色旅游资源,是通道县发展旅游的重要标

识之一｡同时,通道转兵纪念馆作为通道侗族自治县全域旅游精品路线的重要一环,借助“红色元素”,大力推进红色旅游融合发

展,对于助力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具有重要意义｡ 

2.2.3 “古色”品古韵侗寨 

通道县是侗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有多处侗寨保存着最为真实完整侗族文化遗产,如芋头古侗寨､皇都侗族文化村､坪坦村､

横岭村等都保存着古声古色的侗族文化｡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以侗族文化为依托而打造的民族品牌一直是通道县旅游建设的重

头｡织艺､饮食､建筑､歌舞､习俗等围绕生活的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着侗族文化｡在织艺方面,除了日常着装和节日盛装外,最

具侗族特色和文化底蕴的当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侗锦;在饮食方面,侗族以“侗不离酸”著称,如腌鱼､腌肉等,

亦有待客的油茶､苦酒等;在建筑方面,以侗寨建筑“三宝”——寨门､鼓楼､风雨桥著称,其工艺精巧堪称巧夺天工｡通道县内有

马田鼓楼､芋头古侗寨､坪坦风雨桥群等6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歌舞方面,通道县有着侗族大歌､侗族琵琶歌､大戊梁歌

会､侗族喉路歌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习俗方面,有祭萨､合拢宴､合款等侗族传统习俗｡通道县境内各个侗族特色村寨的侗族

传统民俗风情都留存完好,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这些侗族特色旅游资源都得以充分挖掘和保护,是通道县旅游产业中最重要､最

独特的旅游标识｡ 

3 侗族文化与旅游经济融合发展 

体验式旅游已成为大多数游客喜爱的旅游方式,以少数民族地区景区景点尤甚｡体验式旅游是一种以游客亲身感受出发,经

过预先设计与组织,关注参与性,旅游消费者需付出时间和精力参与的,以追求心理愉悦体验为目标的一种新型旅游方式｡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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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旅游业的建设过程中,通道县坚持推进侗寨景点化,努力构建“四大景区为骨架,乡村旅游全覆盖”的复合型旅游格局,充

分挖掘侗族特色资源,打造一批文化体验村寨､农耕体验基地,挖掘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追求产品的体验性和参与性,开发文化

体验式旅游,将观光旅游与体验式旅游充分结合,以顺应当下正流行的体验式经济时代,发展个性化､独具特色､满足消费者文化

旅游消费需求的旅游产业产品,推进文化旅游业向纵深发展｡ 

在打造文化旅游的过程中,文化旅游产业和侗族文化更是呈现了双向融合发展的势态,依托侗族文化发展的文化旅游产业欣

欣向荣,而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侗族民俗､侗族建筑､侗锦织艺技术､侗歌､侗戏等侗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3.1 侗族节庆､民俗与体验式文化旅游相辅相成 

近些年,通道县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景区景点将国家法定节假日和侗族民俗､节庆相结合,在节假日期间举办重大富有侗族

韵味的活动,让游客在节假日期间充分体验到独特的侗族文化｡例如,春节期间举办的侗族传统节庆“祭萨”､“架水节”､“月地

瓦”､“水神节”,农历三月举办的大戊梁歌会以及利用端午节､国庆节和中秋节等国家法定节假日结合侗族民俗举办的系列活动,

游客们可以在观赏侗族民俗风俗的同时参与集中,真实体验独具特色的侗文化｡据“微美通道”微信公众号的分享,依托于特色

侗族文化发展的旅游模式使得通道侗族自治县在2017年国庆+中秋长假周中的旅游收入达1.7亿｡ 

不可置否,这种基于侗族节庆､民俗的特色,结合国家法定节假日的旅游营销模式,不仅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使旅游收入和

居民创收更上一层楼,也促进着侗族节庆､民俗在活动举办中得以传承和发展｡ 

3.2 侗寨申遗+旅游扶贫建设 

侗族建筑美学以侗寨建筑“三宝”和吊脚楼式的居民房等建筑为载体,让人们通过侗寨建筑把侗寨的人文历史及现实特点

尽收眼底,使游客置身于千年侗寨的古韵当中,以此展示着独具韵味的侗族文化｡建筑美学在一些民族特色浓厚的地方,必须坚持

独立民族风格的原则"#$｡侗族建筑承担着通道县旅游产业中重要的物质组成部分,向游客展示着侗族建筑的精巧､侗族人民的智

慧以及侗寨的人文历史,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促使通道县加强对侗寨建筑的保护工作｡ 

近年来,通道县一直致力于县内侗族村寨的申遗工作,保持着对侗族村寨中建筑的保护｡自侗族村寨入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预备名单以来,通道县内申遗点村寨如芋头古侗寨村民开设民宿､餐饮店､加入艺术团等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充分发挥了旅游

扶贫的效益｡显而易见,在通道县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侗寨建筑是其不可或缺的物质组成部分,对于旅游扶贫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而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也促进着当地对侗寨建筑的保护｡ 

3.3 侗锦+旅游扶贫建设 

随着通道县旅游业的发展,侗族服饰和侗锦顺势发展成为一种文化产业｡不少侗族特色村寨景区景点开有租售侗族服装的店

子,供游客租售拍照留念｡而侗锦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自2015年以来,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牙屯堡镇文坡村

村民粟田梅的发动创办的“侗锦合作社”下得到传承和创新｡随着“侗锦合作社”的创办和发展,侗锦已然成为其村寨的一种重

要文化产业之一,由其“侗锦合作社”出产的侗锦更是远销东南亚､欧洲及北美等多个国家地区｡得益于“侗锦合作社”的发展,

文坡村有上百户贫困户脱贫摘帽,2018年全村一年侗锦产值达到500多万元,并带动了通道县侗锦产业迅速发展,形成了侗锦产业

良性发展产业链,极大助力着通道县的脱贫攻坚战｡ 

“侗锦合作社”的成功不仅在于粟田梅等织娘对侗锦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很大程度也受益于通道侗族自治县旅游业的发展,

由游客量上升带来的潜在的顾客以及随着旅游知名度的上升而由此带来的外面国家及地区对侗锦的关注,带来的销路的极大拓

展｡由此,侗族服饰和侗锦织艺技术也得以在旅游业的发展和“侗锦合作社”的努力下得到传承和创新,而侗锦知名度的上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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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吸引游客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4 “旅游+”扶贫模式助推脱贫攻坚 

通过开发贫困地区的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实现贫困地区民众和地方财政增收的旅游扶贫建设已成为全国多数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同时,随着贫困地区旅游业发展日益兴盛,旅游资源被充分开发,“旅游+”扶贫模式逐渐成为贫困地

区进一步脱贫致富的途径之一｡“旅游+”扶贫模式是指以旅游业为中心,发展贫困地区旅游周边扶贫产业,实现旅游业和扶贫产

业的有机结合,从而促进贫困地区居民和地方财政双脱贫致富｡对于大多数贫困地区,当地的特色文化产品､特色农产品､特色食

品等具有区域特色的产品往往是其发展“旅游+”扶贫产业的重点｡ 

上文提及的生态旅游､红色旅游以及文化旅游是通道侗族自治县发展旅游业的三大形式,是其实现旅游扶贫的主要路径｡其

中,以文化旅游为中心发展的“旅游+侗锦”､“旅游+非遗”､“旅游+合拢宴”等“旅游+”扶贫产业和以黑老虎､有机大米､生姜

､侗家五宝等通道特色农产品发展的“旅游+农村电商”扶贫产业的在促进就业､居民增收方面的成效显著｡据《通道侗族自治县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通道县通过发展扶贫产业的“旅游+”扶贫模式实现旅游总收入31.8亿元,较去年增长18.7%,带动

2万余人增收,以文化旅游为主导的第三产业GDP贡献率达65%｡ 

5 结论 

当前,开发旅游已成为全国大多数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建设重点｡在开发旅游的过程中,除了充分开发贫困地区的旅游资源,

着力保护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也是贫困地区开发旅游的重要基础｡对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而言,开发､保

护､传承民族特色文化,打造民族特色品牌,发展“旅游+”产业是发展特色旅游业和形成旅游系列产业,实现旅游长期可持续发

展,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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