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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旅游脱贫模式”研究之“乡村旅游脱贫模式” 

刘思羽 吴文姝 王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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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财经大学，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乡村旅游脱贫是一种全新的脱贫模式。本文以贵州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脱贫致富为例，总结了乡村

旅游脱贫的六种模式，分析了乡村旅游脱贫的内涵价值，并提出了依靠发展乡村旅游脱贫应注意的事项，具有较强

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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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地处山区，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贫困人口多，贫困面积大，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其实，传

统的农耕文化与淳朴的自然景观的有机融合，就形成了一种蕴含着乡味和乡韵的珍贵旅游文化资源。自 2014年国务院提出“加

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扎实推进乡村旅游富民工程”以来，各级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其中贵州省就是全国最早借助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来实现脱贫致富的省份之一。据该省旅委主任李三旗介绍,至 2017 年 7 月，“贵州省开展乡村旅游的自然村寨突破 3000

个，乡村旅游接待 1.59 亿人次，占全省旅游接待人数的 42.4%，乡村旅游收入 706 亿元，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 20%，带动就业

287.61万人，受益人数超过 577万，带动 64.7万人脱贫”，成效非常显著。如今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已成为贵州各地促进农民就

业增收、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重要方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模式。 

1 贵州乡村旅游脱贫模式 

多彩贵州美丽乡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是当下贵州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举措，乡村旅游呈现出特色化、多样化、精品化的

特点。 

1.1禾丰乡“景区+乡镇”旅游脱贫模式 

近年来，禾丰乡依托自然生态环境优势，以“盘活农村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为落脚点，积极引进市场经营主体，围

绕“农耕体验园、云山茶海、香火岩”等核心景区，纵横连接 6 个自然村寨，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以底窝坝为

中心的田园风光乡村旅游产业带，实现了景区一体化、景村一体化的旅游脱贫致富模式。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

农家乐是该景区的最大特色，为优化旅游产业生态，拓宽贫困户受益面，禾丰乡一开始就从“吃”、“住”、“游”等多方面

培育增收致富支撑点，积极支持景区周边农户利用闲置民宅兴办乡村酒店、农家旅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家乐，大力开发蜂

糖李、枇杷等特色旅游产品，既确保了旅客能享受到高质量、丰富多彩的体验性休闲娱乐活动，又确保了贫困群众长期受益、

持续增收。目前，禾丰乡六村已发展乡村旅游点、采摘体验园、休闲农庄近 10 个，发展农家乐、酒店近 40 家，形成富硒特色

商店 2家，解决群众就业 3000人次，带动 350余人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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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舍烹村“公司+农户”旅游脱贫模式 

这种乡村旅游脱贫模式较为成功的典型案例就是贵州省六盘水市积极倡导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

变’改革”模式。舍烹村，正是贵州六盘水市“三变”改革的发源地。舍烹村位于乌蒙山深处，四周青山环绕，村前清水长流，

生活着彝族、苗族等 8 个民族的 200 余户人家，旅游资源非常丰富。2012 年，舍烹村充分整合政府、村社、企业、社会资源发

展旅游,鼓励有条件的村民将自己承包经营的林地、山地、农居、资金等资源通过入股等形式让村民成为股民，参与旅游公司统

一经营管理。通过“三变”改革，有效盘活了生产要素资源，使传统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舍烹村走上了农旅融合、协同发展、

利益共享的全新态发展道路，众多贫困户依靠发展特色乡村旅游走向富裕。 

1.3旧州镇“能人+农户”旅游脱贫模式 

该旅游脱贫模式就是通过“双带”计划，即“党员带农户”和“致富能人带农户”的形式，引导广大党员、致富能人带头

开发乡村旅游项目，形成一人带多户、多户带一村的整体致富效应而实现脱贫。例如，黔东南旧州镇素有“黔中小江南、安顺

鱼米乡”的美誉，该镇在构建多元化乡村旅游产品方面，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致富能人的带头效应，打造了花旅与果旅、药旅

与茶旅、粮旅与菜旅等特色化、个性化、差异化融合发展的产业链。依托景区旅游带动，旧州镇浪塘村张贵友创办的旧州安顺

成饭庄集休闲、娱乐、餐饮、住宿为一体,带动了 10 户 30 余人参与从业,贫困户增收效益明显。该镇贫困户张义奎在惠民政策

和广大党员帮扶下，创办了集赏花、采摘、养殖于一体的旅游观光项目，至 2018年底，家庭收入突破 20万元，不仅还清欠债，

而且还有些余额。 

1.4高酿镇“合作社+农户”乡村旅游脱贫模式 

乡村旅游合作社是在自愿参社、民主管理、利益共享和风险自担的原则基础上村民自主成立的互助性经济组织。由于参社

的村民拥有实在的发言权和决策权，所以能广泛吸收广大村民积极参加，同时还能有效调解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资金不足和旅

游资源闲置的矛盾。伴随着贵州乡村旅游产业“井喷式”发展,各种乡村旅游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较著名的有贵州天柱县

高酿镇山水田园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贵州开阳县禾丰乡十三坊乡村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贵州安龙县钱相乡安龙山水人家乡

村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等。近年来，贵州乡村旅游合作社又呈现出多样化、专业化、精准扶贫化发展的特点。出现了“景区

带村、能人带户、大数据带旅游和村集体+农户、合作社+贫困户、公司+农户等‘三带三加’乡村旅游组织化发展的样本”。乡

村旅游合作社健康发展，促进了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夯实了乡村贫困户依靠旅游脱贫致富的基石。 

1.5湖潮乡“岗位培训+农户”旅游脱贫模式 

该模式就是通过大量岗位培训，提升旅游从业人员和适宜从事乡村旅游的农村青壮年的劳动素养，促进村民广泛就业来实

现脱贫增收的一种模式。随着乡村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各地出现了许多参差不齐的诸如避暑度假型、城郊休闲型、乡村体验型

村寨、客栈、农家乐乡村旅游项目，虽不乏知名乡村旅游品牌，但也存在服务质量跟不上、虚假宣传、宰客欺客等不法行为。

为全面提升乡村旅游服务质量，贵安区湖潮乡抓住有利时机，从三方面加强岗位培训，培训对象除了各村寨乡村旅游从业人员，

还包括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和从业贫困人员。一是加强旅游从业人员及适宜从事乡村旅游的农村青壮年的技能培训，增强其职业

自信和就地就业意识。二是加强旅游从业人员服务质量的培训，培训内容有乡村旅游基础知识、职业道德、文明素养、安全消

防知识、岗位服务标准和规范、服务接待讲解及卫生保洁知识等。三是加强旅游扶贫开发和管理的培训，助力精准扶贫脱贫。 

2 乡村旅游脱贫模式的内涵解析 

2.1开发模式的创新，有效盘活旅游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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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乡村旅游，离不开资产和资金的支持，多年来由于农村金融发展滞后，导致农村集体和个体经营者贷款难、融资难的

问题长期存在，导致有些地方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创新乡村旅游开发模式，通过“三变”改革，让闲置的诸如山地、林地、

古村落、民俗馆、纪念馆以及农民手头闲置资金等各类资产变成招商资本，融资效率高，且能有效降低旅游公司融资成本，在

满足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也能给贫困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2.2文化科技的搭台，有效提升生态价值 

贵州各地倾力打造的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精致农业和生态农业以及融住宿、餐饮、娱乐、康体、休闲、度假、购物、文

创之类的乡村旅游产业生态，无不拓展着现代农业的功能，渗透着文化和科技的魅力元素。有本土文化和现代科技的支撑，才

能有效激活产业价值。当人们把科技和文化元素深度融入到农业生产中，把传统农耕文化发展为融生产、生活、生态和销售为

一体的现代农业和文创农业，古朴的乡村、异彩丰呈的景观就会变得时尚、富有情趣，乡村也就成为八方游客神往的地方。因

此，各地在发展乡村旅游脱贫的过程中，应该因地制宜，依托自然条件优势，打造差异化、独具特色的“一村一景”，形成乡

村旅游别具一格的“农味”，切记同质化无序竞争。 

2.3多方合作参与，有效拓宽致富渠道 

贵州乡村旅游脱贫开发模式，无论是“景区+乡镇”、“公司+农户”还是“合作社+贫困户”甚至“旅游公司+合作社+农

户”等等之类的合作开发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开发主体，那就是都有一个有能力、懂管理、会开发旅游市场，起主导作用的

集体经营者在投资和运营，确保了旅游市场健康平稳发展。“三变改革”叠加“三带三加”的发展模式产生了群体致富效应，

既可以使广大村民通过出租民宅民居、流转林地山地或出资入股享受股金红利，又可以对接市场，依靠公司、合作社等发展特

色种植、养殖和加工特色商品，延长产业链，还可以通过投工投劳直接参与乡村旅游开发获取收益。因此，多方合作开发能多

渠道增收脱贫。 

3 乡村旅游脱贫开发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3.1注重利益分配，确保精准脱贫 

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乡村旅游合作社持续运行的内在保证。乡村旅游收益包括直接经营收益和参股分红收益两

部分，贫困户之所以贫困，就是由于缺少资金，缺少资产和缺乏技术。因此在乡村旅游开发的一开始，我们就要加强利益分配

监管，支持地方着力构建长期、稳定、相对合理的以贫困人口为基础环节的利益分配机制，确保区域性整体贫困人口精准脱贫。 

3.2发挥产业优势，避免同质化竞争 

现在全国各地乡村旅游可谓遍地开花、五花八门。许多地方由于起点较低,规划目标参差不齐，又过分追求眼前利益争先上

马，出现了许多缺乏品味互相模仿的农家乐、乡村度假村，还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古村落的大拆大建和千村一面简单的城市化

翻新改造，造成旅游资源的极大浪费与破坏。因此，各地在开发乡村旅游脱贫的过程中，“应根据区域特点、资源禀赋和市场

需求，开发农业观光、休闲度假、健康疗养、民俗演艺、农事节庆、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产品，

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旅游特色发展”，避免同业化、同质化低水平竞争。 

3.3坚持深度开发，促进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发展就是要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村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使整个城乡经济和社会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深度开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乡村通过“三变改革”，不断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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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产业结构，提升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缩小了城乡贫富差距，同时也实现了城乡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生产要素的

合理有序流动，加快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为全而实现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乡村旅游蕴含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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